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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故事】

【凡人故事】

低保
□卫亚斌

茂林老汉
□雨娃

严实是个实在人，就像他的
小名“石头”一样。

舅舅说：“你就是茅坑里的一
块石头，又臭又硬，这么点儿事都
不给我办！”

严实说：“老舅，我跟您说过
多少遍了，您有房有车，不符合享受
低保的条件，我怎么能给您办低保
呢？再说，我也办不了这件事呀。”

“石头，你个白眼狼！当年若
不是我供你上大学，你能有今天？
你当上民政局副局长了，翅膀硬
了，敢和老舅顶嘴了！堂堂的副局
长，连这点儿事都办不了，说了谁
信？那王老汉的低保你怎么办成
了？”舅舅根本不相信严实的话。

“王叔的情况和您不一样，他
应该领低保，我才给他办的。”

“不要和我讲大道理，我只想
知道你到底办不办。”舅舅说完，
甩门而去。

“严局长，你舅舅生气了。要
不把我的低保让给他吧！”一旁的
王老汉坐不住了。

“王叔，你不要多心。我舅舅
就是麦秸秆脾气，一点就着。不
过他人很好，这个周六我去他家
唠唠，也就没事了。”

“严局长，要不是你，我也享
受不了低保。”

“给你办低保，是因为你符合条
件；不给我舅舅办低保，是因为他不
符合条件。王叔，你不要想多了。”

王老汉竖起大拇指说：“严局
长，你真是一块硬石头，怪不得老
乡们都说你是泰山石敢当！”

黄昏，她站在路口，习惯性地
向左张望。人们在红绿灯的变换
中走走停停，她开始抽泣。

那晚，天下着小雨，她和他没
带伞，急急地走着。当时的十字
路口还没有红绿灯，一个男孩儿
低头走着，耳朵里塞着耳机，全然
没有注意到迎面飞驰的汽车。

一声急刹车，男孩儿被推到
了一边，她身边的他飞了出去，身
体在半空画了一道弧线，在她面
前落下，血染红了一片雨水。

从那天起，她每天都在路口
当“红灯”。多天后，路口装上了
红绿灯，原本杂乱的人流、车流变
得井然有序。

她轻轻地说：“亲爱的，你放
心走吧！”

这条街，茂林老汉一天不知要清扫多少次。
刚来当清洁工时，那个男人模样的女人告诉他，不

管他一天扫多少次，只要她发现路上有垃圾，如果10
分钟内还没清理掉，他就会被罚款。

茂林老汉的脚有点儿跛，60多岁的人看上去像70
多岁。他找到这份工作不容易，从上班那天起，他就来
回拉着三轮车盯着地面，见到垃圾就扫。

一起干活的那些老头对他说：“别听那个男人婆的
话。这条街空手走个来回也得一个小时，10分钟内必
须清理掉垃圾，除非垃圾会遁地术，这边一遥控那边就
消失。”

茂林老汉胆子小，加上他的老伴儿是个药罐子，人
穷胆子就小，尽力干吧，不停地清扫就是了。

“茂林，你这样干准保发财，边扫地边找钱，谁也没
你低头的频率高。”清扫临街的老孙头打趣他。

茂林老汉来了有些日子了，吃饭时听那些一起扫
街的老伙计唠嗑，说谁曾捡到过用卫生纸包着的金项
链，谁曾捡到过几百块钱，谁曾捡到过货车上掉下来的
一箱洗发水……这些对茂林老汉来说就是天方夜谭，

他有时也做捡到100块钱的梦——100块钱够他和老
伴生活好几天，要是能捡到几百块钱就更好了！

“咳，不该做这样的梦，人越老越没骨气，咋有了贪心？”
一天，茂林老汉捡到一个钱包，里面装满了百

元大钞，他想都没想就交到了派出所。隔天，一个
小伙子来到茂林老汉家，说他就是失主，特意来感
谢茂林老汉。

看到茂林老汉家实在困难，小伙子便提出帮帮他，
说自己有个闲置的厂房，缺个看门的，希望他和他老伴
一起去那里住，每月给1500块钱，那里水电都有，院子
里还可以种庄稼。

几天后，茂林老汉又出现在大街上清扫垃圾，清扫
临街的老孙头问他：“你咋这么傻，放着好活儿不干？”

茂林老汉回答，他去了小伙子闲置的厂房后，才听
说人家那里以前根本没有看门的，也不用看门，因为里
面就是一片荒地。再说小伙子为了企业已贷款上千万
元，也不容易，要他去上班纯粹是出于感恩，他不能白
挣人家的钱。

从那以后，老孙头再没说过边扫地边找钱的话。

【微型故事】

“红灯”
□王举芳

染色的军服染色的军服
□侯发山

早年，老家流行这样一个顺口溜：“侯家有绝招，染
衣蓝如宝，穿到花花烂，颜色依然好。”说的就是爷爷
家。爷爷不但会染布，还会印花，印出来的花十分别致。

1943年深秋的一天，八路军战士穿着爷爷染的衣
服刚走，日本人就来了。日本人把村里人集中起来，架
起机枪，要大伙儿说出八路军的下落，否则通通杀掉。

爷爷战战兢兢地站了出来，他没说八路军的下落，
而是说要给日本人染出八路军的服装。

就在不久前，曾有5个八路军战士穿着日本军服，
混进十几个日本人驻守的一个据点，等到日本人明白
过来，他们已被俘虏了……太丢皇军的人了！依照中
国人的说法，报仇雪恨的最佳方案是以其人之道还治
其人之身！日军头目山本一郎明白了爷爷的意思，得
意地哈哈大笑起来。

爷爷有条不紊地忙开了。他把染缸全部清理出
来，先把槐米和靛蓝、茜草、红花、姜黄、栀子等五颜
六色的东西按一定比例倒入染缸里，然后把日军的
衣服放进缸里，约10分钟后，将衣服捞起、绞干、抚
平……当时已是深秋，风冷飕飕的，可不一会儿工
夫，爷爷就热得脱掉衣服光着膀子干了起来，脊梁
上的汗像小溪似的往下淌。

终于，日军军装的颜色跟八路军军服不差分毫，山
本一郎兴奋得像一条发情的母狗，让属下统统换上染
过色的军装。

日本人走后，乡亲们都不搭理爷爷，私下里说爷爷
是汉奸。

不久后的一天晚上，染坊着火了，等奶奶得知消息
赶到染坊时，只见火光把半边天都照亮了，人根本到不
了跟前，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染坊被烧成灰烬，爷爷也被
烧成了一具焦尸。

本家的五爷也在场。他叹口气，说：“他自作自受，
不值得大家为他难过。”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春天，当地民政部门的工作
人员，陪同当年曾在村里驻扎过的部队政委来到村里，
他们来找爷爷证实一件事。

听说爷爷死于非命，政委神色黯然，讲出缘由：深
秋的一天，阳光像金粉一样耀眼，八路军战士正在山上
埋锅造饭，忽然哨兵报告说山本一郎的队伍来了。其
实，他们当时并没有认出是鬼子来了，以为是自己的队
伍，因为鬼子们穿的是八路军的衣服。他们正要上前
打招呼，没想到看到了奇观——在太阳的直射下，鬼子
们穿的衣服慢慢变成了白色，每件衣服的前胸后背都
出现了“膏药旗”。正当八路军战士惊奇之时，鬼子们
也发现衣服的颜色发生了变化，他们哇哇叫着，乱了阵
脚。八路军战士反应迅速，开枪射击，不到五分钟就歼
灭了这股日军。

奶奶听得很平静，过了好久，她眼里的泪才一串一
串往下落，她喃喃道：“老头子，你、你死得屈啊……”接
着，她放声大哭，万分悲切，像老牛在叫。

听了政委的话，村民们不住地悲叹，只有一个人例
外，那就是五爷。他怔怔地站着，像着了魔一般喃喃自
语：“你咋就不说一声呢？你咋就不说一声呢？”

三个月后，奶奶无疾而终。她咽气时，面容安详，
身上穿着一件华丽的衣服，像古时皇后娘娘穿的袍
子。虽然是老粗布，图案也是手工印染出来的，但鲜
艳、好看，很扎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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