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诡秘一笑
□王中鉴老刘的“闹心事”

□梅文

【凡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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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委会主任老刘，一提起县农行的赵
行长就头痛。村里打算在村南边的一片空
地上建一个炼钢厂，营业执照已办下来了，
就等县农行的贷款了。可是贷款就是办不
下来。为此老刘没少请吃饭，连村里集资
的十几万元也回扣给了赵行长。赵行长总
算答应了，却一直没来村里看看。老刘急
火攻心，嘴角都烂了。

请都请不来的赵行长，有一天却不请
自到。老刘赶忙放下手中的活儿，顾不上
换衣服，灰头土脸地跑过去迎接。赵行长
态度和蔼，对村西的山丘指指点点，兴趣颇
浓。老刘赔着小心，绞尽脑汁想把赵行长
往炼钢厂项目上引。赵行长却连说不忙，
兴致勃勃地率领农行考察团登山远眺。老
刘干着急没办法，只好跟在赵行长后面赔
笑脸。

赵行长说：“老刘，你们村真是个好地
方啊！要是在这儿养几百只鸡，用散养方
式，一年能下多少笨鸡蛋？笨鸡蛋眼下挺
值钱呢！”

老刘说：“就是，现在啥东西一沾上
‘笨’字，就值钱。”

赵行长笑道：“不瞒你说，我家人就爱
吃这口。”

老刘心里直骂娘，却不敢得罪，连忙拍
胸脯说：“这事儿好办，包在我身上。”

赵行长说：“我就想要你这句话，今年
春节我来拉鸡蛋。”

老刘趁赵行长高兴，又提起贷款的事
儿。赵行长说，这事儿不是他一个人说了
算，回去还要研究研究。老刘留他吃饭，他
回绝了，带着农行考察团乘车而去。
老刘气得直骂，过后想想也没别的办法，只
好买了200只鸡在山上散养。

转眼就到了春节，村委会办公室里已
堆满了鸡蛋。老刘本想多雇几辆车给赵
行长送去，谁知赵行长竟亲自来了，眉开
眼笑说：“这么多鸡蛋，你让我吃到啥时候
啊？我看出来了，你是真正干事儿的人，
这么办吧，你把这些鸡蛋都孵出小鸡，我
开春来拉。”

老刘哭笑不得，村委会几个干部都骂
赵行长忽悠人，说干脆不贷款了，去纪委举
报老赵。老刘咬咬牙说：“算了吧，三十六
拜都拜了，还差这最后一哆嗦？咱就给他
孵出小鸡，看他开春时还有啥说的。”

在老刘的带领下，全村家家户户孵小
鸡，还真在开春孵出了几万只小鸡。赵行
长听说后连连叫好，又率农行考察团赶来，
还把乡领导也请来了。赵行长面对几万只
小鸡当即拍板，贷给村里100万元。

老刘乐得嘴都合不上了，要请赵行长和
乡领导吃饭。赵行长大手一挥：“吃啥吃？
一会儿砖瓦、工匠都到了，还不够你忙的。”
老刘忙问这是咋回事儿，赵行长说，盖鸡舍
呗。扔下不知所措的老刘便坐车走了。

乡长拍着老刘的肩头笑着说：“赵行长
早考察过了，说咱这儿资源缺乏，交通不
便，靠进料开炼钢厂不现实，不如办养鸡
场。他这么做都是故意的。怕你们把集资
的十几万元先投进去，所以才替你们收
着。一会儿到的砖瓦材料就是他用你们集
资的十几万元买的。”

说话间，已有拉砖瓦的车辆向村里驶
来，老刘望着渐渐远去的赵行长乘坐的小
车，不知不觉眼眶湿润了。

去年母亲去世了，我和妻子
杜芳商量，决定搬回去和爸爸一
起住，老人很高兴。

第二天，我早早起来做饭，叫
爸爸先吃，他说：“你们有事，先

吃吧！”
杜芳接过话茬儿：“爸，咱们

一起吃吧，您吃完饭去市场买点
儿面条鱼，中午咱们吃面条鱼摊
鸡蛋。”

我瞪了妻子一眼，她没理会。
第三天是星期五，儿子要从

寄宿中学回家，杜芳掏出100元
钱给爸爸，说：“爸，听说果园鲜
桃熟了，您骑车去买一些回来，如
果集市排骨好也买几斤，等我回
家炖。”

说完，妻子把钱塞到爸爸的
上衣兜里，就要去上班，刚走几步
又回来，掏出一张票据，要爸帮她
取一件衣服。

第四天，我们和儿子一起逛
完超市回来，大包小包往楼上
提。到门口，我刚掏出钥匙，快
嘴的妻子又大呼小叫地喊爸爸
开门。

我实在忍无可忍，就问：“你
这么使唤爸爸干什么？”

妻子没吱声，爸爸打开门，笑
嘻嘻地说：“你媳妇比你有心，我
干些活儿，觉得生活有滋味了，也
精神了。”

儿子吐吐舌头。
妻子诡秘一笑。我知道，有

人给他撑腰。

【世相故事】

好人的痕迹
□霍寿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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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县城开展好人评选活
动，我有幸参加了城关镇好人候
选人事迹的采访和撰稿。

接受我采访的是一位姓宋的
拉板车的中年汉子。在整个采
访过程中，宋师傅常常答非所问，
不断唠叨的一句话是：“没什么好
说的，没什么好说的，不就是在汶
川和玉树两次大地震时，我捐了
一点儿钱嘛！”而事实上，仅在汶
川大地震时，宋师傅就一下子捐
出了1000元。当时工作人员问
他的姓名和工作单位，他怎么也
不肯说，只说他是一个拉板车的
共产党员。这事迹自然十分感
人，晚上，我写了一篇稿子——
《拉板车的好党员》，详细描述了
宋师傅的捐钱经过以及工作人员

“强迫”宋师傅掏出身份证的经
历，在稿件写出后，我连夜发给组
织这次好人评选的县委宣传部。

翌日，《拉板车的好党员》全
文发表在县委宣传部主办的《铜
讯》上，另外七个乡镇推选的候
选人事迹材料也发表在那上面。

在上午快下班时，我突然接
到文友马明的电话。他说在《铜
讯》上看到我的文章了，总体感觉
写得不错，就是好人宋师傅的“痕
迹”没写清楚。我笑道：“你不愧

为痕迹鉴定专家，三句话不离本
行。”我很佩服这个“老公安”——
他确实说到点子上了。

马明现在是县法院的副院
长，早些年，他在公安局干过十多
年的刑侦工作，破过很多大案要
案，曾写过《现场痕迹在侦破中的
运用》，获得省公安厅“最佳论文
奖”；曾写过《红门劲松》，在县文
联举行的报告文学征文比赛中获
得一等奖。我是那次报告文学征
文比赛的评委。从那以后，我和
马明便成了经常联系的文友，我
在市、县级报刊上发表作品后，常
常能接到他祝贺和点评的电话。

这回也不例外，马明火眼金
睛看出我文章的漏洞。他所说的

“好人的痕迹”，实质上就是“宋师
傅做好事的证据”。其实，我也有
自己的难处，因为候选人及其主
要事迹都是镇里推荐的，我一直
没到县红十字会查验宋师傅捐款
时留下的证据，城关镇也没有提
供证明人供我寻找、查证。但宋
师傅那张朴实的脸，那种憨厚的
笑，让我感觉他不可能说谎，不可
能编造捐钱的事儿。

我在电话里把这种感觉跟马
明说了，马明倒是很严肃：“你写
的是真人真事，应该更加严谨，在

真实性上，最好能做到‘无缝隙覆
盖’……”我再一次强调自己的感
觉，马明则又一次强调严谨。万
般无奈，我只好说：“明天下午，在
县委礼堂举行好人评选会，宋师
傅也会到会场，你我一起去看看
好吗？”马明脆声答应了。我心里
直乐——只要你马明看一眼宋师
傅，就肯定不会再说什么痕迹不
痕迹了。

第二天下午的好人评选会非
常热闹，八名候选人一一上场，由
县里的专职播音员当众朗读他们
的事迹材料，由到会的有关领导、
社区代表、现场群众代表进行投
票选举，最后，宋师傅等三名候选
人因得票数多，光荣当选。荣誉
证书和奖金当场发放，三位好人
上台领奖、合影。在鲜花和掌声
之后，另两位好人下去了，唯独宋
师傅留在台上。现场主持人问：

“您还有什么话要说吗？”宋师傅
接过话筒就说：“我要把这2000
元奖金捐给残疾人或农村学校！”
说罢，他扔下“红包”，飞快地跑出
会场……

散会后，我笑着对马明说：
“这回你看到好人的痕迹了吧？”
马明也笑道：“看到了，看到了，宋
师傅跑出会场的姿势真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