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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写手

凡人小记

我也是英雄
□周军州

□张玉贞

婆婆爱种菜

投稿邮箱：bxxieshou@163.com
联系电话：65233687

洛阳写手
写百姓事

咱爸咱妈
盼望那一天

□崔泽红
你说我说

“细水长流”
□赵冬霞

久旱逢甘霖
□谢贵西

今年麦收后，河南多地久旱
无雨，多条河断流，部分地区人
畜饮水困难。眼看玉米、大豆、
蔬菜等枯萎，人们焦急地期盼甘
霖，却一次次在失望中煎熬着。

8月 16日傍晚，洛阳上空
阴云密布，一会儿形成一大块留
白，似巨大的空洞，折射着太阳
光，又好像有巨龙隐藏其中，在
等着玉帝的降雨圣旨……

下雨了，终于下起来了！大
风裹着零星雨点催路上的行人
赶快找地方避雨。我却不顾这
些，欣赏着风吹树摇的景象。

一会儿电闪雷鸣，雨越下越

大，我披的雨衣没能遮挡住全
身，脸湿了，眼睛模糊了。我骑
着踏板电瓶车，在积水中像冲浪
一样前行。

我被阻在车棚里，听着雨打
棚顶的声音，便觉得那是动听的
音乐，竟用手机录了30分钟。

雨仍没有停的意思，我不能
再等了，只好蹚水步行回家。我
边走边拍照，拍下了人们满足
的笑容，拍下了那些枯萎的禾苗
和干渴的果树欢快招手的情景，
拍下了断流的河道里河水在奔
流……我心中满是喜悦，仿佛
看到了秋后丰收的景象。

我自幼崇拜英雄，总希望自己
也能像他们那样受人尊敬。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扛着铁
锨去玉米地里干活，走到村南头伊
东渠大桥时，一辆自行车驮着两个
人从我身旁飞驰而过。不一会儿，
我听到身后传来叫声，扭头一看，骑
车人已冲下引桥，掉进了大桥西的
大渠里。当时正值雨季，渠水很深，
渠两壁是覆盖着苔藓的水泥护坡，
不到台阶处，人很难爬上岸。

我扔下铁锨，越过护栏，向桥东
几米远处有台阶的地方冲去，然后
游向落水者。

游到离我较近的那个小姑娘身
旁时，我一手把她托出水面，一手用
力向岸边游去。为了节省体力，我托
着小姑娘，沿光滑的渠壁顺流向下
漂，几次尝试抓树枝，但都没抓住，就
这样在水中挣扎了一会儿。忽然，我
看到一棵酸枣树浮出水面，便借助浮
力往上一蹿，右手抓住了枝头，同时
使我们俩的身体紧贴渠壁靠阻力来
缓冲，以免树枝被折断。岸上一路跟
下来的人组成人链，把我们拉上岸。
这时，我才感觉到手被扎得好疼。

另一个人被冲到桥下很远，所
幸也被众人救上了岸。我回到桥
上，拿起铁锨回家了。

当天晚上，小姑娘由她母亲领
着来感谢我。我送走这对千恩万谢
的母女，仰望天上的明月，只想大声
喊：我也是英雄！

路过一个小区的公共卫生间
时，我发现一个水龙头在“细水长
流”，便去关，谁知水龙头柄扳不
动。我只好无奈地走开了。

记得上个月的一天中午，我和
老公去一家酒店吃饭，见卫生间里
也有水龙头“细水长流”。当时我问
身旁的“水专家”老公：“这水龙头怎
么关不住呢？”

老公说：“这水龙头有人整过，
酒店老板可能认为这样能省水或者
方便客人洗手吧！”

“那样能省水吗？”我问老公，他
肯定地说：“不能，照这水流的速度，
一分钟能流出一斤水，一人洗手需
要两分钟，没人洗手的时候多于有
人洗手的时候，这样算来，实际上还
是很浪费水的。”

听了老公的话，我又想起一件
事儿。前年去朋友家玩儿，见她的
厨房里水龙头也在“细水长流”。我
问她怎么不修一下，她说，这样的流
速，水表不会走，就不用交水费了！

嘿！这些人真会算自己的小
账，可是这样浪费水资源，损害的不
是大家的利益吗？

婆婆喜欢种菜，这不，她又
想在我种花的那个小花池里种
菜了。为了让她老人家心里舒
坦，我只好忍痛割爱。婆婆高
兴极了，买菜籽、松土，忙得不
亦乐乎。

一天，我推开院门，臭味儿
扑鼻而来，原来婆婆不知从哪里
弄来一些鸡粪来肥地。我十分
不悦，阴沉着脸说：“妈，我不反
对你种菜，但你不能把院子弄得
臭烘烘的。”婆婆笑着说：“种地
不上粪，等于瞎胡混。别看它
臭，能让菜长得更好。”我想想也
是，便不和她计较。

家里养了一盆发财树、一
盆棕竹，郁郁葱葱，惹人喜爱。
不知为啥，发财树无缘无故地
死掉了。

一天，我推开门，见婆婆正
在薅我的棕竹，边薅边自言自

语：“尽整这些没用的，不开花、
不结果，不能吃、不能喝。我叫
你疯长，慢慢地弄死你！”

我这才知道发财树死掉的
原因，心中十分不快，但也不便
发作，就故意咳嗽了两声。正在
薅棕竹的婆婆，不好意思地缩回
了手。当然，心爱的棕竹经过婆
婆的拔苗助长，不久就一命呜呼
了。于是，这两个花盆就被婆婆
种上了菜。

婆婆不仅占了家里的所有
花盆，还到处搜寻各种废桶、废
盆，装上土放在院子里。

从此，院子的角角落落都被
婆婆种上了蔬菜，青椒、西红柿、
芫荽、葱……院子里平添了一些
田园风光。婆婆越劳作越精神，
我也不用常去买菜了，而且能吃
上新鲜的无公害蔬菜，自然也不
再计较婆婆毁我花树的事儿了。

9月7日，“以文会友”群将举行建群
三周年庆典。文友们在群里你一言我一
语，商量庆典活动怎么搞，气氛异常活跃。

据群管理员透露，这次庆典活动安排
有歌舞、诗朗诵、小品等，还邀请了报社领
导和知名作家到场祝贺、指导，文友们都很
期待，巴不得这一天早点儿到来。

我边走边通过手机上网，看文友们在
群里讨论，不由自主地傻笑起来。

“你这傻妮儿，有啥喜事儿，乐成这样？”
住在一楼的曲师傅问。

曲师傅也是文学爱好者、《洛阳晚报》的
粉丝。他问我：“是不是你的文章又见报了？”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把手机上的字
放大让曲师傅看。他戴上老花镜，边看边念：

“庆祝建群三周年，节目丰富值得看……”
念完了他又问：“我可以参加吗？”

“不行，群里有规定，不是文友不能参加。”
“管得还挺严啊！”曲师傅有些失望。
“那当然，群管理员不但文章写得好，

还把群管理得井井有条。我们每月要交
三篇作业，参与修改十篇文章，每周日晚
上还评稿呢！”我把群规给曲师傅看。

“很好，很好！你好好写吧，有这么好
的条件，希望你早日成为作家。”

“崔姐，你的报纸！”送报员亲切的呼唤
打断了我和曲师傅的交谈。我接过带着墨
香的报纸，打开一看，我又有文章见报了！

我爱这个群，希望它越办越好！

绘图 仁伟

我上初中时就爱上了写作。中学毕业
后，我仍笔耕不辍，20多年的摸索，我总算
发表了一些文章，并加入了省、市作家协
会。《洛阳晚报》“以文会友”群建立后，我有
幸成为该群的一名管理员。

在与文友们交流的过程中，我发现不
少文友文笔虽好，但是缺乏语言组织和结
构处理能力，浪费了好题材，令人惋惜。

于是，我和其他管理员遵循“以文会
友，以诚交友，交流写作，共同提高”的宗
旨，在群里推行作业和评稿制度，请知名作
家进群讲课，举办网下聚会交流和讲课活
动。我们还制定了严格的群规，将多次违
反者“请”出群。

一时间，文友们写作热情空前高涨，纷
纷在群论坛里贴作业、点评稿件，在群里聊
天交流、评稿听课等。我也把自己的写作
心得毫无保留地告诉大家。

严格管理对真正的写作爱好者是很好的
督促，但对有些人来说是负担。于是，不少人
陆续被“请”出群，我们因此得罪了一些人，但
更多的群友进步很快，常有文章发表。

昨天，我收到群友“梅艳芳菲”的留言：
听说“以文会友”群将举办建群三周年庆
典，感谢这个群带给我的转变，特送上衷心
的祝福，祝“以文会友”群越办越好！祝群
里的成员天天快乐，收获多多！

类似的话还有很多，每每看到都让我
很感动，便觉得自己的付出很值！

都有收获
□竹影

乡村纪事

庆祝建群三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