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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文学的朋友，欢迎加
入晚报“以文会友”QQ群：
47148867，与志同道合的朋
友交流，你会进步更快，并找到
家的感觉。

寂寞的自行车
□童欣

你说我说获得感

我家客厅里支着一辆银灰
色自行车，很长时间没有人骑
了。它曾经是我最离不了的好
伙伴，伴我上下班、跑菜市场、接
送孩子……

那时候，自行车是最普遍最
方便的交通工具。学生骑车上
学，员工骑车上班，马路上自行车
流滚滚，学校、单位、商店门口，停
放的自行车一辆挨一辆。

几乎每个人都丢过自行车，
有的人还丢了不止一辆。我们一
家三口都丢过车，这让我们不得
不格外小心。自行车上要锁两把
锁，上班时放入车棚，回家就搬上
楼，片刻不敢耽误。邻居一次搬
着车刚到楼下，忽然想起少拿一
样东西，锁好车立即上楼取。等
他再下楼，车已没了踪影。

我家在六楼，我不止一次在
楼下哀叹：这搬车的苦差事何时
到头啊？！不仅受累、担心，还要
应对它时不时“罢工”。你这边卡
着时间上班，它那边却轮胎撒气，
只好把它推到修理点，迟到是肯
定的了。就算打上气勉强骑行，
中午又会慌了手脚。我对自行车
真是又爱又恨。

后来，我家附近的超市门口，
出现了公益自行车。不久，单位
门口建起了站点，我立即去办了
卡。站点越来越多，我上下班、外
出办事，只需手持一张卡，再不用
搬车上下六楼，再不用担心车会
不翼而飞，再不用为它那瘪轮胎
生气……

现在有了轿车，又有了共享
单车，真是方便。一次老家的侄
子来，老公提出把自行车送给他，
侄子说：“现在谁要自行车呀，都
开车、骑共享单车了！”昔日宠儿，
今日弃儿。自行车寂寞了，我们
的生活却越来越美好了！

同题作文 晚报情
主持人：谢梦思

读报真时髦
□高芳菲

凡人小记 第一次领舞 □张晓丽

胡姐是我们广场舞队的领舞。她要
去内蒙古旅游七八天，舞队群龙无首,姐
妹们推荐我领舞。

我哪儿行啊？平时跟着大家跳跳
还凑合，我的花拳绣腿哪儿能领舞
啊？面对姐妹们你一言我一语的鼓
励，我无法推辞，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姐妹们天天跳舞，偶尔我会领着
跳一两曲，我带领大家跳整场，这还是
第一次。我既担心又紧张，害怕出什

么差错，辜负了大家的期望。
我打开电脑，看了一遍所有跳过

的舞曲的视频，重点看了胡姐临行前
教的新舞《来生愿做一朵莲》。对曲子
的节奏，舞者的姿态、神情，我都仔细
琢磨，认真体会。

晚上，我早早来到小区广场上。
尽管作足了准备，我还是有些紧张。
要知道，在舞队里，好几个姐妹都有几
十年的舞龄，那是大咖，何况还有许多

观众呢。
音乐响起，我做了个深呼吸，随乐

起舞。近二十支舞曲，我丝毫不敢大
意。该跳新舞了，尽管我注意力高度集
中，还是有一个动作做错了——本该出
左脚，我却出了右脚，幸亏我调换得快。

一个半小时过去，我总算领着大
家顺利跳完。“完美收工，真不错！”众
姐妹齐夸赞。我满身是汗，从来没出
过这么多汗。

也说“批评” □牛冬青

你说我说

有人“闻过则喜”，也有人听不得
批评。其实，你怕听到的是“批”，而
不是“评”。你怕被批得灰头土脸，鼻
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然而，掰开
了、揉碎了地“评”，说到人的心窝里，
解开了疙瘩，润物细无声，那也是智
慧的启迪。

表扬又何尝不是如此？有人夸：
“你真漂亮！”你应：“哪里哪里！”结
果，他就没话说了，让人好生失落。
你真不是客套“哪里哪里”，是真想

知道是“哪里哪里”！可惜，他只字
不提。

如果有一天，你有幸遇到了莫言，
恰恰你是他的粉丝，你若随口背出你
喜欢的他的文章，说不定你俩还能加
个微信私聊呢。如果你只说：“你真有
才！你真有才！你真了不起！”不知道
莫言先生会不会不耐烦？

动画片《西游记》主题歌上来就
夸：“猴哥猴哥，你真了不得！”就是啊，
为啥“了不得”？

因为猴哥——紧箍咒再念，没改
变老孙的本色。眨一眨眼皮，能把鬼
识破。翻个跟斗，十万八千里。抖一
抖威风，山崩地也裂。哪里有难都想
你，哪里有险都有哥。身经百战打头
阵，惩恶扬善心如佛。

是的，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溢美之
词，我们欢迎客观的和有益的建议，甚
至中肯的批评，正所谓——“吾家洗砚
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
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

我是个农村大妈，整天侍弄庄
稼，照顾孙子，打理一家子的吃喝，
忙得团团转，不过再忙，我也会读
《洛阳晚报》。

我的这个习惯，继承于我的
父亲。

父亲是我们村里最早订报的
人，也是当时唯一的订报人。所
以，乡亲们都说他时髦。我记得那
时候，村里人经常找他咨询一些时
事政策和一些民生问题。他所知
道的，也都是从报纸上看来的。

我为生活忙碌着，时常发出感
叹：什么时候我也能订一份《洛阳
晚报》读读呢？说者无意，听者有
心。去年，儿子给我订了一份《洛
阳晚报》，读报成了我日常生活中
的乐事，我一有空就读，深深地陶
醉其中。

晚报就是我的良师益友，我从
中学到了很多知识。每当邻居们
说起旅游，我就告诉他们哪个景点
免门票、哪个景点关闭了，向他们
传播一些新闻和其他生活方面的
信息。我还学习写稿、投稿，没想
到，我的文章还真的上了晚报的
《百姓写手》版。

当在报纸上看到自己写的文
字时，我激动得蹦了起来，含着眼
泪告诉我的家人。邻居们知道了
都说：“你可真时髦啊，50多岁的
老婆子还读报纸、发文章，这在亲
戚朋友中，你可是第一人呢！”我
告诉他们：“这都是我读晚报的收
获啊！”

那年，我去参加儿子的家长
会。老师让每个小朋友说出自己
的梦想。

小朋友们的梦想真是五花八门，
有想当老师的，有想当医生的……轮
到小强，他说：“我的梦想，是变成
一只小狗。”他话音刚落，教室里笑
声一片。老师制止了大家，鼓励小
强说下去。

原来，小强来自山区，他出生
不久就没了妈妈，爸爸在外打工，
平时他和奶奶一起生活。在大山
里寂静的夜晚，奶奶经常讲故事给
他听，给偎依在床头的黑子听。

黑子是一只狗。它毛色纯正，
周身乌黑发亮。黑子是个机灵鬼。
奶奶平时烧火做饭，它会帮奶奶叼
些棍棍棒棒。它每次外出，总是带
回惊喜，不是噙回一只兔子，就是叼
回一只野鸡。因此，奶奶的那口小
铁锅里总会散发着诱人的香味。

小强和黑子玩时，老揪着它的

耳朵“骑马”，黑子会反抗着轻咬强
子的手。奶奶就在一旁乐，笑脸像
盛开的菊花。

有一天，小强被爸爸接到了城
里，上了小学。城里距大山远，半
年后放寒假，小强才有机会回山
里。他想奶奶，也想黑子。一路
上，他在想，黑子是立在家门口张
望，还是摇着尾巴撒欢向他奔来？
直到进了家门，他也没看到黑子的
影子。当问起黑子时，奶奶的泪水
像断了线的珠子，嗖嗖地往下落，
奶奶难过地说：“黑子死了，是被人
用土枪打死的……”

回到学校，小强一直心神不
宁。他老想，没有了黑子的日子，奶
奶该有多孤独啊！“我想变成一只小
狗，回山里陪奶奶！”小强哽咽着
说。一个男人快步冲向讲台，在小
强身旁蹲下，边给他擦眼泪边说：

“儿子，你不用变成一只小狗！我明
天就回山里，把你奶奶接过来……”

五味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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