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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写手
我爱我家你说我说

座位 平淡中的幸福
□杨鲜红

心灵之家
□赵冬霞

□张旭琳

凡人小记

缝补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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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扫心地

家有儿女

起脚饺子
□娄丽萍

以文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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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粉

□尚召品

近来乘坐公交车上班，我发现
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乘客上车后，看
到空位就坐下，若车上没有空位便
站在车厢前部不动，后边明明还有
空地，可他们就是不愿多走几步。

我想起了一个故事，有个人
经常出差，往往买不到有座位的
火车票，可他总能找到座位。他
的办法其实很简单，就是一节车
厢一节车厢耐心地寻找。这个办
法看似不高明，却非常管用。每
次他都做好了从第一节车厢走到
最后一节车厢的准备，每次他都
用不着走到最后一节车厢就能找
到空位。他说，这是因为像他这
样找座位的乘客实在不多。当他
落座的车厢里还有若干空位时，
在其他车厢的过道和车厢接头
处，居然人满为患。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最笨的方
法其实最保险。就像做数学题，虽
然有很多简便算法，但是用最笨的
算法正确率往往最高。

大家都想得到“坐票”，“人生
的坐票”意味着成功。自信、执着、
富有远见、勤于实践，会让你获取
一张人生之旅的“坐票”。

每个人都有优点，都有机会得
到“坐票”，可惜大部分人在上车后
不肯努力去找座位，而是懒惰地站
在车门处，那就只能站着受罪了。

你只要努力寻找，锲而不舍，
就能找到你“人生的坐票”。

一周没回家，周末我回去一看，
从一楼到五楼的楼梯上灰尘很厚，
纸屑随处可见，便抱怨起来：“我已
清扫楼道多次了，却从没见过邻居
们清扫，咋都这么懒呢？！”

我拿出清扫工具，先从五楼到
一楼洒一些水，然后开始清扫。楼
道里静悄悄的，家家大门紧闭。“学
雷锋做好事，有人看见了夸几句，
我心里也舒服些，可现在一个人也
没有。”我嘟囔着，忽然想起每天凌
晨在大街上忙碌的环卫工，觉得有
些羞愧。

我扫到二楼时，一家住户的门
突然打开了，一个年轻妈妈抱着孩
子热情地向我打招呼：“扫地呢，你
好勤快啊！”她接着对小孩说：“快谢

谢阿姨，阿姨帮咱们扫地呢！”孩子
咿咿呀呀的，把嘴里的棒棒糖吐出
来往我嘴边送，我和那个年轻妈妈
都笑了。

终于扫完了楼道，我去楼下
倒垃圾时，看见住在对面楼上的
大婶正在扫我们楼前的空地，便
向她道谢。她笑道：“地扫干净
了，大家看着都舒心，我干这点儿
活儿不算啥！”我也笑了：“是啊，
环境好了，心情就好，有利于身心
健康。”

“扫地扫地扫心地，心地不扫空
扫地，人人都把心地扫，世上无处不
净地。”想着这句佛家偈语，我觉得
自己不只清扫了楼道，也清扫了自
己的内心。

阴雨天，心情沉闷，我百无聊
赖，在屋里瞎折腾，找出一条女儿
已不穿的红色连衣裙。裙子前面
破了一个洞，其他地方尚好。我灵
机一动，何不用它做个枕头套？

说干就干，我拿出剪刀，把裙子
拦腰剪开，用针线把裙摆的一侧开口
缝好后，把枕头往里一塞，再缝好另
一侧，枕头变成了一轮弯月。哈哈，
这样的弯月抱枕，靠着看书很舒服。

儿子有一件旧外套，我把扣子
一粒一粒扣好，剪去袖子和领子，
然后用针线把领口和袖子弯处缝
好，往里面装一些碎海绵，把衣摆缝
好，一个胖乎乎的抱枕就做好了。

我平时不怎么摸针线，拿起针
线，手有些僵硬，缝这两个抱枕花了
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

晚上，我舒服地靠着那个弯月
抱枕看书，儿子枕着那个小抱枕直
乐：“妈妈，你真能干，能把我的旧
衣服变成这么舒服的小抱枕！”我
冲儿子笑笑，心里颇有成就感。

五味人生

两年前，小妹的一篇短文在
《洛阳晚报·百姓写手》版上发表
后，她高兴万分地对我说：“姐，我
的文章发表了，我把你的文章也
投给报社了，你就等着喜讯吧！”

从此，我不论店铺生意多忙，
只要报纸一到，我就迫不及待地
看《百姓写手》栏目，但一直没见
我的文章见报。

有一天，小妹告诉我：“《百姓
写手》栏目建有‘以文会友’群，群
里经常开展互相评稿和名师讲课
等活动，对提高写作水平很有帮
助，你申请入群吧！”

我学识浅、学历低，不好意思
申请入群。在小妹的百般劝说
下，我同意了。

小妹帮我加入“以文会友”群第
二天，我便买了一张汉语拼音图，挂
在我的电脑桌前的墙上，开始练习
打字。第一篇稿子写好后，我还不
会在电脑上发帖、传稿，只好向文友
请教。在文友们的指导和帮助下，
我的写作水平不断提高。

进群一年多来，我的稿子虽
然见报不多，但是我很知足。写
作是我最喜欢的业余爱好，“以文
会友”群是我的精神乐园，我喜欢
群里的兄弟姐妹，衷心祝愿《百姓
写手》栏目越办越好，祝愿“以文
会友”群这个大家庭兴旺发达！

北京APEC会议召开期间，
女儿放假回家小住，返校前我准
备给她包饺子吃。

一早起来，我问女儿：“中午我
们包饺子，你想吃什么馅儿的？”女
儿说：“包饺子太麻烦，我们下面条
吃就行。”我说：“那可不行，孩子出
远门前要吃饺子，这是传统。”女儿
笑了：“怎么还有这传统啊！”

于是我跟她讲起了往事。当
年，我在大连上大学时，从家里去
学校要在北京转车，通常住在北
京的大姑家里。临行前，大姑总
要给我包饺子，我心里很过意不
去，可大姑总是说：“起脚饺子落
脚面，就算麻烦也要包，这说明大
姑疼你啊！”我从中体会到亲情的
温暖，也记住了这句老话。

女儿说：“妈妈，我不想让你
累着，要不咱们吃速冻饺子吧！”
我告诉孩子，这不仅仅是吃一顿
饺子的问题，还包含着亲情。

起脚饺子落脚面，多么温暖
的民俗，我希望这样的民俗能传
递下去。孩子快乐地说：“妈妈，
我明白了，我们一起包饺子！”

晚上下班后到超市里买菜，我
发现有新鲜的青萝卜，便买了两个，
又买了些肉馅儿、大葱和香菜，准备
做饺子馅儿。

回到家里，老公已经做好饭
了。吃过饭，我觉得太累，想休息一
会儿再去做饺子馅儿，便躺到沙发
上，没想到竟迷迷糊糊睡着了。等
我一觉醒来，发现老公已经将做好
的饺子馅儿放在我面前的茶几上。

“真香啊！你最近进步太大
了！”我夸道。老公高兴得屁颠屁颠
的，说：“怕把你吵醒，我在切菜时都
不敢使劲儿！”我听后向他竖起了大
拇指。平时老公只会煮稀饭、炒简
单的菜，饺子、面条、油饼之类的，他
从来没做过。

第二天，老公不上班，我说：

“中午吃饺子，你可以试着把面和
好，和成不硬不软的面团，等我回
来包饺子。”

中午下班回到家里，老公催促
我：“面已和好了，赶快洗手包饺子
吧！”我忙脱去外套，系好围裙，还没
来得及洗手，只见老公像变戏法儿
似的，笑眯眯地从厨房里端出两碗
热气腾腾的饺子。

“原来你已经做好了呀！”我吃
惊地望着他。

“初次包饺子，我用了两个多小
时。”他谦虚地说，“饺子的形状各
异、大小不一，还请夫人多多包涵！”

“你能把生的做成熟的，我就很
知足了，哪里还敢挑剔？”我望着这
热气腾腾的饺子，一股幸福的暖流
涌上了心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