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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题作文 晚报情

主持人：谢梦思

姑父爱读报
□薛贵芳

偷拍 □王宏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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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我家

父亲为人和善，在邻里间口
碑极好,谁家有个磕磕碰碰，总
会叫父亲去调解，他总是有求必
应，欣然前往。

那年，隔壁李婶家的俩孩
子闹得不可开交，李婶跑来求
助，父亲撂下饭碗飞奔过去，只
见哥哥操刀弟弟持棒正怒目
相向。父亲一边安抚他们坐
下，一边耐心地询问起因。父
亲从“孔融让梨”的礼仪美誉，
讲到“李世民杀兄诛弟”，一番
苦口婆心好言相劝。见兄弟俩
怒气渐消，父亲问：“听说过一
拃没有四指近吗？”兄弟俩摇摇
头，一脸茫然。父亲解释道：

“兄弟姊妹是世上最亲近的
人。兄弟如手足，手指挨得最
近、贴得最亲。”兄弟俩面露愧
色，握手言欢。

大姐婚后不久，有一天哭着
跑回家，抽抽搭搭诉说着小叔子

的种种不是。那时父亲已

经患重病，身体非常虚弱，他唤
着大姐的乳名，语重心长地说：

“你可知道一拃没有四指近？小
叔子不懂事，你且让着他，天长
日久他自会念及你的好。无论
在婆家还是娘家，你是老大，得
给妹妹们做个榜样。”见姐姐停
止了哭泣，父亲加重语气命令
道：“你要是心疼我，现在就回
去。搞不好婆家关系，就别回来
见我！”

在父亲的人生字典里，亲情
是至高无上的。他总是教导我
们要和睦相处、互帮互助。他是
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我
姑姑被丈夫抛弃，拖子携女哭着
来投奔时，父亲二话没说，当即腾
出西院，让姑姑一家搬进去住，一
住就是十几年。平日里，见姑姑
生活拮据，父亲常常周济。

“一拃没有四指近”是父亲
教给我们与人为善的理念，让我
更加懂得了亲情的珍贵。

□刘露娟

一拃没有四指近

又是一年金秋时，我的故乡已是层
林尽染、瓜果飘香。

老家门口的枣树又一次挂满了大
枣，那又大又红的枣，压得老枣树几乎抬
不起头来。每年此时我总要回去，站在
枣树下，侄儿敏捷地爬到树上，晃动枣
树，哗啦啦一阵响动，一颗颗鲜枣像冰
雹一样落在头上、背上，然后跳跃着跑
到地上，滚到一边，似乎在和你捉迷藏，
让你找不到它的踪迹，追赶着捡起一颗，
就在身上擦一擦，放进口里，是那样清脆
甘甜。

苹果园里，又大又红的苹果露出灿
烂的笑脸，挤挤挨挨地挂满了整个果园，
你如果要摘果，它们会不时地敲打着你
的头和脸。乡亲们忙碌的身影穿梭在树
林间，他们顺着果树爬上爬下，娴熟地采
摘着丰收的果实，欢乐的笑声充满果园。

田野的另一角，又是一番忙碌的景
象。玉米地里，人们挎着篮子不停地在
青纱帐里穿梭，收获着一篮篮玉米。花
生地里，一颗颗花生离开了心爱的土
地，一嘟噜一嘟噜的花生果讨人喜爱。
红薯地里，一堆堆刚刚出土的红色的、
黄色的红薯，整齐地排成队。一串串紫
红的葡萄，一筐筐绿色的核桃、红红的
柿子……整个田野里一派丰收的繁忙
景象，大自然用丰厚的果实向人们展示
着秋天之美！

老家一日游，我们满载而归，“吃吧，
吃完再回来拿，咱家有的是……”亲人
们、乡亲们挑出最好的农产品送给我们，
他们的笑脸亲切而自信。

家乡的秋天，景色五彩缤纷，如同画
家的彩笔，把山川涂抹得五彩斑斓；秋天
的田野，宛若公园，景色迷人。美哉！今
日之新农村！

记得小时候，老城民主街有家卖
红烧兔头的，3分钱一个，5分钱两个，
特别好吃。那个年代，孩子们能吃到
红烧兔头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就
像过年一样。

每次从民主街路过，离得很远就能
闻到飘过来的红烧兔头的香味，真馋人
哪！父亲经常带我和弟弟从民主街走
过，他总是给弟弟买个红烧兔头。我是
家中老大，总是吃亏在先，享受在后，啃
兔头没有我的份儿。

记得那一次，还是从民主街路过，
父亲又给弟弟买了红烧兔头，可刚走不
远，弟弟内急要上厕所，我以为机会来
了，心想弟弟会把兔头先让我拿着，我
乘此机会可以啃上一口尝尝鲜。没想
到，弟弟居然拿着兔头进厕所了，一点
儿机会都不给我。我为此事怀恨在心，
找机会揍了弟弟一顿。弟弟挨了打，却
不知为何被打，这个秘密直到现在还藏
在我心里。

姑父今年78岁，满头白发
精神矍铄，每天在店里忙碌之
余，读当天的《洛阳晚报》是
他坚持了20多年雷打不动的
习惯。

早上，姑父5点钟起床，6
点左右到店里忙碌。稍有空
闲，姑父就拿出当天的晚报，
倒一杯温白开，搬一个小凳
子，坐在店外看报。姑父看完
报纸，困了喜欢在阳光下夹着
报纸打个盹，脸上满是舒心和
惬意。

今年夏天，姑父生病住
院，姑姑和表妹从店里到医
院，每天两头奔波。早上，姑
姑去医院前，她惦记着姑父的
身体，不忘一遍遍叮咛：“贵
芳，每天的报纸看完别乱放，
你姑父还要看呢！”孝顺的表
妹也总是在下午去医院之前
说：“姐，把今天的报纸给我，
我爸每天都惦记着看报呢，要
是看不到报纸，他就在病床上
絮叨个没完。”

那天晚上，我去医院看望
姑父。经历病痛折磨的姑父脸
色苍白直冒虚汗，这是身体硬
朗的姑父有生以来第一次住
院。面对种种化验、检查和医
院里往来穿梭的医生、护士，他
害怕极了。医生为他输上液体
后，他拿起床头的晚报专心地
看着，很快，他仿佛忘了疾病的
疼痛和恐惧，紧锁的眉头慢慢
舒展开来。

姑父出院后，一切恢复正
常。读为百姓代言、替大家说
话、记挂百姓冷暖、情暖万家的
《洛阳晚报》，依然是姑父不变
的坚持和选择。

国庆节的晚上，QQ群里下起
了红包雨。我在沙发上或躺或趴，
与文友们聊天，抢红包发红包，忙
得不亦乐乎。老公和我说话，我无
暇顾及。红包抢完了，我才意犹未
尽地放下手机。

老公笑眯眯地说：“微信娘家
群里有惊喜，快去看看吧！”我疑惑
地打开“快乐老家”，瞬间蒙了。老
公竟然在群里发了几张偷拍我的
照片。躺在沙发上的我，笑得花枝
乱颤，完全没了淑女样，玩手机的
姿势更是形态各异，其中两个动
作，难度系数还不低，颇有武林侠
女之风。

照片下面，亲人们的笑脸和评
价一条接一条。“看手机还不忘练
瑜伽啊！”“我的天，大姑这花式玩
手机法啊！”“头发都拖到地上了！”

“这个瀑布躺，很配你家的山水电
视墙啊！”……

我臊得脸发烫，气急败坏地
直捶老公：“真丢人，胳膊肘往外
拐是不是？你这一曝光，害得我
在老家的淑女形象荡然无存了！”
老公撇撇嘴说：“整天还自诩淑
女哩，让你的亲人们都看看，你
在咱家是咋当的淑女，整个一
侠女，会飞檐走壁爬墙越院的
侠女！”

五味人生

难忘的记忆
□宋建利

故乡的秋天
□韩留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