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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写手
流光碎影

啼笑皆非

交流哄妻经验
□高学广

焦香锅盔家乡味儿
□张宇祥

你说我说 珍惜每一天
□仲咏涛

五味人生 卑贱的南瓜
□杨松峰

偶遇一个多年未见面的初中同学，
我俩兴奋地攀谈起来，勾起了许多美好
的回忆。

这个同学下岗后，靠摆地摊儿维持
生计。他脸上虽然刻满了岁月的风霜，
却不见丝毫忧愁。他高兴地夸自己的老
婆如何贤惠、勤俭持家，他的儿子如何聪
明、勤奋好学，还知足地告诉我他的地摊
儿每个月能赚1000多元……

老同学的乐观很快感染了我，我也
开始清点自己的“财富”，发现自己还很

“富有”：我有健康的体魄，一年到头几乎
不感冒、不咳嗽；有自己喜爱的工作，薪

水也不错，足以养家糊口；业余爱好文学
创作，不时可以收到稿费，也结识了许多
文学界的朋友。更重要的是，我有一个
通情达理、温柔贤惠的妻子和一个聪明
可爱、勤奋好学的儿子，家庭温馨、和谐。

我的心情顿时开朗起来，仿佛眼前
阳光灿烂，到处充满希望。

每一天都是不可重复的。现在拥有
的一切，即使不完美，也值得珍惜。只有
在今天播种了希望，挥洒了汗水，才会在
明天获得丰收的喜悦。仔细想想，我们
每个人都不是一无所有，都应心怀感恩，
满腔热情地过好生命中的每一天。

小时候吃的南瓜，村里人都叫它倭
瓜，一般是在路边顺手摘来的。

南瓜生存能力很强。农家一般不会
在正经地里种它，都是在田边地头随便
种几棵。种完后也不用管，既不用施肥，
也不用除草，任由它疯长，自然会开花、
结果，而且结果期很长，可以吃好久。
你家的南瓜要是没成熟，可以去别人家
摘点儿，人家也不会怪罪你。过些日
子，你家的南瓜成熟了吃不完，自然有
人帮你吃。

乡亲们提起南瓜，就说它“稀巴烂
贱”，足见它卑贱到了什么程度。

这么卑贱的东西却有很好的食用价
值和药用价值。过去，农村人常用南瓜

充饥，这东西养活了无数人。《本草纲目》
称南瓜“甘温，无毒，补中益气”，还有解
毒的功效。现在，专家说南瓜有防癌、补
锌等作用。

小时候，我卖过南瓜，每斤一两毛钱
甚至几分钱，一车南瓜也卖不了多少
钱。如今想吃南瓜，要去超市或集市高
价购买，吃起来自然不太方便。

一天，我路过农贸市场，看到一摊位
前堆满了南瓜，便买了一个，回家后将其
与辣椒、大蒜一起炒着吃，却怎么也吃不
出当年的味道。

南瓜的本色没有多大改变，改变的
应该是我们的口味。为什么小时候那么
期盼的食物，现在却吃不出当初的味道？

老牛外表精明，为人厚道，交
友广泛。家居西工的他，曾在一
部电视剧中成功饰演副官，人们
便戏称他为牛副官。

牛副官的妻子小N，既办事
利索，又温柔贤惠，是典型的贤妻
良母。牛副官以“领导”相称，很
有些“妻管炎”的味道。

牛副官经常和他的“三友”
（酒友、烟友、牌友）一起吹牛。一
天，他与哥们儿小崔在客厅里交
流哄妻经验。小崔说：“副官老
兄，不瞒你说，以前我老婆总是让
我在双休日洗衣服，她去逛街。
后来，我心生一计，故意把衣服洗
得黑一块白一块的。从那以后，
老婆再也不让我洗衣服了。现
在，我只管买菜和拖地。”

听到这里，牛副官续上一支
烟，说：“咱哥们儿英雄所见略同
啊！上个月，你嫂子和她妈趁双
休日去逛街，让我在家里给她们
包饺子。我略施小计，在饺子馅
儿里放了二倍的盐，岳母吃了几
个就悻悻地说不饿，放下了筷
子。从那以后，老婆再也不让我
进厨房了！”说完，两人会心地大
笑起来。

他俩吹牛正在兴头儿上，买
菜回来的牛副官的妻子小N在门
外听了，进屋后径直走到牛副官
跟前，揪住他的耳朵，大声说：“你
刚才说什么来着？再说一遍？”

牛副官瘫在沙发里，连连
求饶。

汝州锅盔，亦称“死面锅盔”，是汝
州的名小吃之一。

这种小吃外皮焦黄，
内有千层，夹之以酱肉，佐

之以羊汤，可谓五
味调和，冠绝

一方，食
者皆

交口称赞。
前些日子，岳母去汝州出差，带回

一袋汝州锅盔。望着这些金黄焦香的
锅盔，我不禁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五年前，带着憧憬与梦想，夹杂着
些许不安，我辞别父母，从洛阳到汝州
市杨楼镇当了一名基层司法干警，从此
与锅盔结下了不解之缘。外出办案，出
发之前，伙房妹子总会把一个烤得外焦

里嫩、香气四溢的锅盔和一壶开水递到
我手中。游走在各村，听东家长、西家
短，解众家之忧，一个锅盔、一壶开水，
伴我走过了杨楼镇的山山水水、沟沟坎
坎。锅盔于我而言，早已从果腹之物变
为忠实的伙伴，从普通干警到司法所所
长，变化的是警衔的高低，不变的是对
锅盔的情感和对乡土的眷恋。

如今，告别了镇口的老树和那眼百

年老井，我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故乡。
坐在窗明几净的家里，桌上那袋焦香
的锅盔再次勾起了我的回忆，
举箸间，仿佛听到了那可
爱的乡音；恍然中，
仿佛又感受到了
那山、那水、
那情……

三川自古多形胜，
伊阙茫茫紫气生。
朱雀腾云歌盛宴，
宓妃踏浪驭长鲸。
驼来西域唱胡曲，
客到东庠问祭牲。
莫怨左郎叹纸贵，
谁人不慕洛阳城。

诗心歌韵

七律·洛阳赋
□洛阳桥

洛阳写手 写百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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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住校的孩子回来
了，进门就说：“妈，我们学校
举行给贫困山区的孩子捐棉
衣的活动，把我的旧棉衣、毛
衣捐出去吧？”

听了孩子的话，我笑了。
给贫困山区的孩子捐棉衣，这
不是我干过的事吗？三年前，
也是这样的季节，我在“以文会
友”群里看到管理员发的公告，
要给一个偏远山区的孩子捐棉
衣。我二话没说，急忙去翻衣
柜，可就一个孩子，能有几件多
余的棉衣？我灵机一动，自己
不是还带着40多名学生吗？
现在独生子女多，还愁募捐不
到棉衣？果然，我在班里一说，
小家伙们都积极响应，两天内
就收到了三大包棉衣，而且都
是八成新的。有的孩子还在衣
兜里留下字条，希望和那些没
有见过面的同龄人做朋友、结
对子呢！一次募捐，一次公益
教育，我一举两得！

都说夫唱妇随，我们家则
是妇唱夫随，听说我们要去新
安县慰问贫困学生，老公要跟
我一起去。一路上，他又是买
东西，又是帮着装车，忙得不亦
乐乎。今年5月，听说群里要
征集爱心车辆，给嵩县的孩子
送文友们捐赠的电脑和学习用
品，他也积极响应，开车前往。
文友们开玩笑说：“张姐找了个
有爱心的好老公，真是志同道
合啊！”

如今，看见孩子也加入献
爱心的行列，我高兴极了，告诉
她：“孩子，这是好事，妈妈支持
你！我这就去收拾旧棉衣去。”

周日下午，看着孩子提着
一兜衣服走向学校，我深感欣
慰：孩子长大了，懂事了。

一家三口做公益，乐在
其中！

三口人的公益
□张清贤

我爱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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