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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录 老 百 姓 自 己 的 生 活

巧芝姐是我的文友，今年51岁，在一

家工厂加工机器零件。因为工作太累，巧

芝姐极少包饺子。她最常吃的饭就是捞面

条，因为快，呼噜呼噜吃一碗，倒头就睡。

有一年冬至，巧芝姐说有一个重要的

朋友要来，她要拿出绝活招待。当天一大

早，巧芝姐就和同事换了班，戴上火车头

帽，骑着三轮车到早市买了一大兜肉。

到家后把菠菜打成汁，芹菜猪肉盘

馅儿，和面擀皮儿……一排排漂亮的饺

子整整齐齐地摆放。只见饺子的花边是

绿色的，下方是白色的，活脱脱像一棵棵

小白菜。巧芝姐说这是“百财”饺子，“白

菜”谐音“百财”，寓意财源滚滚。

包好饺子，巧芝姐向火车站进发，很快

接到了朋友。朋友是个盲人，戴着墨镜，

比巧芝姐高出一个头，一口一个姐地叫。

到家后，热气腾腾的饺子、精美的凉

菜端上桌，这个30多岁的小伙子一连吃了

三大碗，边吃边说巧芝姐包的饺子好吃，

巧芝姐在旁边笑着看他吃。

原来，小伙子从小在福利院长大，巧

芝姐通过广播认识了他，经常去看望他。

后来，小伙子到外地谋生，巧芝姐又时常

挂记他。

有人说：“他又看不见，包那‘百财’饺

子多麻烦，忙活了一上午。”巧芝姐笑着

说：“在外打工不容易，他虽看不见，也想

让他吃上‘百财’饺子，祝他早日发财，过

上好日子……”

看着又瘦又小的巧芝姐，我瞬间热泪

盈眶……

（作者系瀍河区恒大绿洲社区居民）

几个好友都是“百姓写

手”，临近年底了，聊到发稿

情况，就数老杨最多。大伙

儿都说他有武林秘籍，要求

分享一下。

老杨是个实在人，扑哧

笑了，说这里就数我笨，哪

有什么武林秘籍，我是摸

着石头过河，发稿那都是

瞎碰。这话我不信，一两

篇你说瞎碰可以，一碰就

是几十篇，你有“铁头功”

啊！老赵在一旁敲边鼓：

那就说说你这“铁头功”是

咋练的吧？

大家正起哄，杨嫂回来

了。老杨说赶紧炒几个菜

吧，这几个家伙是想喝酒

了，拿我开心。有了酒，大

家聊得更欢了。老赵说杨

嫂，你嫁给杨哥算值了，坐

到家里都能挣钱。杨嫂乜

斜了一眼老杨说：“就他那

仨核桃俩枣，够干点儿

啥？”老杨喝红了脸，说：

“那水费、电费、通信费，不

都是稿费交的？”杨嫂说，

你咋不说你一回来，就跟

泥塑似的“焊”在电脑前，

叫都叫不动，啥事儿都不

干，就知道敲敲敲。这“敲

敲敲”三个字说得很重，真

有敲的感觉，一下把大家逗

乐了。

老杨今年写了200多

篇文章，寄出去的有150多

篇，发表了50篇，按发表率

来看，接近1/3。老杨说，

这一路走来，可以说是“尸

横遍野”，那发表了的是踏

着前面的“尸体”，勉强爬

上山头的。我说你这人真

有韧性，他说习惯了，在家

种地就信奉一句老话：“只

管收的，不管丢的。”写稿

和种地一样，只管埋头种

就好。

老赵说，这就是老杨的

“铁头功”，有这韧劲儿，啥

门敲不开？！

（作者系瀍河区夹马营

社区居民）

上中学的儿子爱吃米

饭，还特别喜欢我做的西红

柿炒鸡蛋和“蚂蚁上树”。

休息时，他跃跃欲试想

当一次“大厨”。他认真观看

我炒菜的过程后，便决定“上

岗”了。

“妈，请你把要用的食材

发给我，我先去超市买菜。”

吃早饭时，儿子迫不及待地

跟我说：“中午就能让老妈尝

到我这个‘大厨’的手艺。”

我担心儿子掌握不好火

候，更担心他买错食材，刚要

开口指点一二，他便小手一

挥，果断地说道：“放心吧！

老妈，我有自己的判断力和

创新能力。”

做 个 饭 还 要 什 么 创

新？虽然我心中有疑惑，但

看着儿子自信的表情，我没

再吱声。

中午下班，我迫不及待

地赶回家，进门就看到餐桌

上已摆好饭菜。西红柿炒鸡

蛋红黄相间，“蚂蚁上树”散

发着诱人的香味，看起来还

挺像那么回事，我忍不住连

声夸赞起来。

端起米饭，我看见里面

竟掺有用豆瓣酱拌过的胡萝

卜丁和肉丁。尝了一口西红

柿炒鸡蛋，甜丝丝的，应是放

了不少白糖。再尝一口“蚂

蚁上树”，竟然是用香油炒

的。我顿时笑了，这小子，难

怪说要创新，炒菜没按套路

出牌。

我不吝赞语：“有想法，

有创意，这个‘大厨’当得不

错，饭菜别有风味！”看我一

脸笑容，站在一边的儿子也

笑了。

那天中午，饭菜被我俩

吃了个精光。

（作者系涧西区北方社
区居民）

我家附近巷子有两家

卖菜的，一家在巷子口，一

家在巷子里。我发现许多

人都舍近求远到巷子里买

菜，这是怎么回事？我决定

到巷子里看个究竟。

我来到巷子里的菜摊

旁，摊主是个小伙子，黝黑

的皮肤，单薄的身材，在不

停摆弄着蔬菜。我问小伙

子南瓜甜不甜？俗话说王

婆卖瓜自卖自夸，谁会说自

己的瓜不甜？谁知小伙子

很认真地说：“姐，南瓜我早

上尝过了，不是很甜，要不

你今天先别买，看看别的菜

吧。”他的话音刚落，旁边一

位阿姨兴奋地说：“我就喜

欢你这样的小伙子，人老实

不说瞎话，我血糖高不敢吃

太甜的，南瓜我要了。”

阿姨的话引起了其他

人的共鸣，大家你一言我一

语地说起来。一位叔叔说：

“小伙子就是老实，上次我

买菜多给他10元钱，我都

忘记了，可他硬要还给我。”

一个年轻的姑娘也说：“他

家的菜我回家称，从来都是

足斤足两。”听着大家的夸

奖，小伙子涨红了脸，不知

所措地搓着衣角。

买完菜回家途中，我

有了一个深刻的感悟：俗

话说老实人吃亏，其实老

实人善良真诚，更能赢得

别人的信赖，我们更喜欢

和老实人打交道、做朋

友。想到这里，我决定明

天还买他家的菜。

（作者系市老干部教育
活动中心职工）

＞五味人生

巧芝姐的饺子
◎宁妍妍

“铁头功” ◎郭德诚

＞以文会友

儿子当“大厨”
◎郝彦霞

买菜 ◎张璞

＞生活百态

＞家有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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