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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在前 “责”在肩
守“沪”您
□作者：苏 瑞

真 情

栽秧季 听 松/摄

邻里之间
□作者：王光甫

邻 里

□责编：朱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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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家的餐桌上，几乎每天都有以花
生米为主食材的莱肴，尤其是油炸花生
米。对花生米的喜爱还得从儿时说起。

解放初期，为糊口度日，父母在杨村小
街上开了个小饭店。六岁那年县里来了被
称之为汤书记的领导（后来得知是天长县委
副书记汤序朋）中午在我家小饭店就餐。一
碟油炸花生米，一盘红烧杂鱼和一碗青莱豆
腐汤是他中餐的全部。他见我淘气好玩，便
让我上桌陪他喝酒吃莱。他端起酒杯送到
我嘴边，要我喝一口儿尝尝味道。我不从，
他便告诉我：“喝了它晚上就不怕鬼了。”我
信以为真，便狠狠地喝了一大口。酒未下
咽，我便“哇”地一声吐了出来，太辣了。汤
副书记左手轻轻地拍着我的后背，右手用筷
子搛起花生米一粒一粒送到我嘴里，笑呵呵
地说道：“小毛头，吃了花生米就不辣了”。
说来也怪，这花生米越嚼越香，还有一丝丝
的甜味。从此后，我便对花生米产生了深厚
的兴趣，经常瞒着妈妈，打开碗厨抓上一把
油炸花生米跑到外面美美地享用一番。再
后来，公私合营，我爸成了合作饭店的从业
人。从此，我一年半载也难得吃上妈妈做的
油炸花生米和五香花生米了。

上小学以后，总是死磨硬缠跟爸妈要上
几分钱，隔三差五地到小学校旁的刘老太太
家称一二两花生果解馋。在家里，只有到了
过年，才能吃到自家炒的花生果儿。每年到
了新花生果上市，母亲知道我爱吃花生，总
要买上几斤花生果装在布袋内，再用竹篮将
其吊在房梁上，直到年三十才取下炒熟后供
春节期间慢慢享用。起初，我并不知道这房

梁上吊的是花生果，得知后便动了心思。趁
父母外出，先挪动大方桌，在桌上摆上板凳，
然后站在板凳上从吊篮的袋中偷上几把花
生果装进书包。虽是生的，可吃起来仍然觉
得那么有滋有味，要知道那是个物质十分匮
乏的年代，饥不择食啊！到了大年三十，母
亲倒下花生果觉得少了许多，只是狠狠地瞪
我一眼，什么话也没说，自顾炒起花生来。
我是家中的独苗，父母对我疼爱有加，明知
我偷吃了生花生也无半句责骂。当老妈向
我瞪眼的一瞬间，我羞愧地低下了头，心中
暗自发誓，等我长大了挣了钱，买它几十斤
天天吃到它。

到了一九六〇年，天灾加上人祸，生活
苦不堪言。平日里连一粒米也见不到，还
奢谈什么花生果。为了吃上花生，我便伙
同二位同学，扛着三齿钉耙在生产队收获
后的花生地里，一耙一耙地淘出“漏网”的
花生果。半天下来也能淘个三四斤。

一九六三年，我被下放到姐夫所在的
生产队，成了一个小农民。生产队照例给
了我二分田的自留地。我那会种田，全靠
姐姐、姐夫打理，但是我却提出了一个强烈
的要求：用一半自留地种花生。从翻地到
下种，再到锄草追肥，我跟着姐夫边学边
干，待到八月中秋，便开始用铁锹将落花生
一撮一撮地挖出来。我抓住花生的根茎往
上一提，土落果现，几十个花生果，一个挨
着一个煞是喜人。那一年，不仅自给有余，
还卖给了刘老太太十多斤花生果。

中学毕业后，公社安排我到金塘小学当
一名民办教师。每当工资一下来，我便买上

几斤花生米。从那时起，我家一年四季从未
断过花生这道菜肴。老伴知道我吃爱花生，
时常变着花样，什么炸的、卤的、炒的、糖醋
的、盐水的，就连煮五谷杂粮稀饭时，也不忘
放几十粒花生米。有了花生这道方便美食，
每逢节假日还喝上一二两杯，我白（白酒）她
红（葡萄酒），其乐融融。我的老伴和女儿也
许受我影响，对花生米儿也情有独钟，用她
们的话说：“三天不见花生，心里就闷得谎。”

是的，一旦对某种东西有了特殊的感
情，便会自觉不自觉地去琢磨它，研究它。
开始只觉得花生米做莱制作简单，好吃且
又便于储存。后来从书本上得知，花生的
确是难得的好食材。它具有很高的营养价
值，含有丰富的脂肪和蛋白质。花生中的
有机酸醇、黄酮及非黄酮类多酚基类化学
成分，能降低胆固醇，增加冠状动脉流量，
具有预防动脉硬化，降低血压，防止冠心
病，增强食欲，促进消化吸收的作用，因此
人们将花生果称之为“长生果”。

光阴似箭，当孙女在上海小学快毕业
时，我便时不时和老伴一起来到上海小住
几日，共享膝下承欢之乐。中晚餐，当然少
不了花生米。我亲自下厨，锅中倒入少量
莱籽油和一斤左右的花生米，把控好火候，
经过几分钟的不停翻炒，一道油光亮灿香
脆可口的下酒好菜“油炸花生米”做成了。
席间，我问孙女：“爷爷炒的花生米可好
吃？”孙女连声说道：“好吃，好吃。”借着这
一话题我问她：“你们语文书上有没有一篇
叫《落花生》的课文？”“有啊，是老作家许地
山的。老师还要我们背诵全文呢。”孙女答
道。“你能将这篇散文的意义告诉我吗？”

“作者用埋在地下的花生果和挂在树上的
苹果呀、桃子呀作鲜明对比，就是要我们像
落花生一样，不显摆，不张扬，做一个有益
于社会的人，对吗？”说罢向我莞尔一笑。

“孩子，爷爷不求你长大成人后能够成名立
万，只希望你像落花生那样，做个平凡而有
用的人。”“记住了，爷爷。”说罢孙女搛了一
粒花生米送入口中，细嚼起来。见孙女如
此知书达理，我心里比吃什么都觉得香甜。

如今，孙女已是大学生了，而我也是逾
七奔八的老人了。回想往事，历历在目。
花生啊花生，你不仅饱了我的口福，还时刻
提醒我：修身立德，不图虚名；优游涵泳，不
负人生。

家有花生乐无穷
□作者：周玉生

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责任。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我们逆向而
行的医护人员无疑是压力最大的群
体之一。但医者仁心，压力再大，工
作再辛苦，不会有后退的念头，因为
这是我们的信念所在，这更是我们
的职责所系。

抗疫的攻坚时期，我们接到了
大筛查的任务安排，但每天的工作
时间不确定，任务往往到深夜才会
安排出来。熬夜等待任务的日子
里，我们也学会了互相打气、互相安
慰、互相加油。大筛查的核酸采集
任务相对比较繁重，连续工作时间
长，根本顾不上上厕所和吃饭。队
员们为了避免上厕所，节省防护服，
一般上车之前避免饮水，甚至还穿
上了纸尿裤，只为执行任务的连续
不中断。等任务结束，早已过了饭
点时间，脱下防护服更是疲惫不
堪。拿到早已冷却的盒饭，为了尽
可能降低感染风险，大家不得不在
马路边隔着距离匆匆吃几口。

持续的核酸筛查，一天一天过
去，脱下防护服，打开手套，看到自
己的双手因频繁拧核酸采集的盖子
已磨出老茧，长出水泡。持续的采

集任务，也让我忘记了手指的疼痛，
用手摸一摸，我告诉自己，相信一切
都会好的。有时候工作结束，脱下
防护服衣服已经湿透，大家互相看
看、笑笑，虽然身上有点冷，但心里
是暖的，在照相机前依然可以比个

“V”。回到酒店，在群里看到社区发
来的感谢信，虽百般疲惫，却依然露
出灿烂的笑容，坚信全国人民共同
努力、上下一心，一定会战胜疫情，
一定会让上海早日回归往日车水马
龙的生活。

从 3 月 31 日到沪，支援上海抗
疫的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每天的故
事也变成日记，印刻到我的记忆
中。社区执行任务的日子，总能看
到党员同志冲锋在前，甚至很多上
了年纪的党员同志也“战斗”在前，
在各个小区充当志愿者，无私奉献，
心里很是敬佩。看在眼里，感动在
心，在他们的影响下，我也向党组织
提交了我的入党申请书。

时间不知不觉中，过得很快，不
经意间已是一月过去了。这些早出
晚归的日子，每天虽忙碌，却很充
实。我们 21 人是同事，是亲人，也
是战友，更是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勇敢的战士。相信我们，更相信你
们，我们一同守“沪”。

我与陈家声是多年的同事，后来又同住在西小
院，一个是9幢10室，一个是7幢9室，门与门之间
相距不过10米。我与他在一起，算起来已有50多
年，除了他在天长工作10年以外，其余的时间，包
括退休以后，我俩都在一起。

我俩常在一起谈心，为什么前后在一起工作这
么长时间，特别两次在区委工作，他当两任区委书
记，我都当他的助手——区委副书记，为什么没有
发生过一次争吵？想来想去，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
信念，就是把工作做好。没有什么个人的私心杂
念，工作中就不会产生什么矛盾。后来两家人住在
一起，包括家里大人小孩，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不
愉快的事情，一样处得很愉快。根本原因，还是大
家坦诚相见，没有个人的蝇头私利。现在我俩都是
退休在家的人，不是兄弟，胜似兄弟。我俩常说，现
在虽然不能为市里做些什么工作，但是却不能给市
里增加麻烦。

陈家声优点很多，一直都是我的榜样。文革
期间，他担任全椒林业总场的书记。白天带领工
人上山植树，晚上还要接受公认的批斗。但他没
有悲观失望，每天都精神抖擞。现在全椒西北20
万郁郁葱葱的林海，就是他当年的功劳。他在当
副专员时，除了在行署和省里开会，不论刮风下
雨，他总是带着农口的几名干部，成天到各地检

查指导工作。当时滁州的农业形势风生水起，在
全国创造出许多经验，陈家声功不可没。地改市
时，地委负责同志征询他的意见，他说我已经快
到退休的年龄了，我就不参加人大职务安排了。
还表示淮河治理任务是他牵的头，还留有尾巴，
要去完成这项未完成的任务。之后，他带领一帮
人在淮河大堤上“战斗”，一干就是三年。退休以
后，市委请他担任关工委主任，他毫不犹豫地接
受下来，这一干又是 10 年，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
绩，个人还被评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
陈家声十分平易近人，他说我们都是农民出身，
还摆什么架子？他见到群众总是先向群众打招
呼，嘘寒问暖。他上有老母，下有几个孩子，从未
为家里面谋过什么私利。他经常讲，只要有吃有
穿有住就行了。

他虽然已经有92岁高龄的，比我还大几岁，但
是头脑清楚，思维敏捷。最近还写了几篇文章，发
表在人大工作的杂志上，他的身体也很健康，心情
很舒畅。我因为有这样的好邻居，非常高兴，我们
邻里之间和睦相处，互相关心，有一个共同的心愿，
就是争取多活一点时间，一方面我们住在宜人宜居
的美好滁州，另一方面，我们争取看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实现，看到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巅峰
的那一天。

双休日，跟妻子一起去超市购物，结账时，一
件牛奶需要有会员卡才能打折，而我们没有办理
会员卡，就在妻子准备退掉那件牛奶时，站在妻子
后面的一个小伙子轻声地告诉妻子说，用不着退
了，我这有会员卡，拿我的刷吧，最终，在小伙子的
帮助下，我们如愿买到了那件牛奶。

回来的路上，我和妻子很高兴，正是因为得到
了那位陌生人的无私援助，才让我们享受到了打
折的优惠，虽然那位小伙子仅仅只是用他的卡为
我们代刷了一下而已，但这一小小的举动，却为我
和妻子提供了购物上的便利，这种小小的善举，就
像三月的春风，拂过我和妻子的心头，吹得我俩心
里暖暖的。

出得超市，我和妻子登上了回家的中巴，车上
人很多，一位中年人买完票后，一边往车后走，一
边往裤口袋里塞剩余的钱，大意的他，竟没看到有
两张一元的零钞散落在地板上。恰好我站在他旁
边，虽然我与他素昧平生，但眼尖的我还是没有丝
毫犹豫，赶紧拉了拉他的衣角，示意他的钱掉了。
中年汉子弯腰拾起零钞后，感激地望着我说了起

“谢谢！”。一声“谢谢”虽然简短，但简朴得却让我
心里悠然升起一种幸福的感觉，这种幸福感让我
体会到了助人所带来的快乐，感受到了大千世界
人与人之间互尊互爱的美好情怀。

古人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
之”。生活中，类似于这位小伙子的善举数不胜
数。客车上给白发苍苍的老人让一次座，十字路
口搀扶步履蹒跚的行人过一次斑马线，楼道口碰
到上下邻居点头微笑一下，亲朋好友纠结郁闷时
主动地与之谈一次心，爱人下班回到家及时端一
杯热茶送上……这些有声或无声的举动，都体现
出我们的涵养，展露出我们的心胸，是人世间最
美的举动。这种对亲朋的热爱，对好友的关怀，
有如汩汩流淌的清泉，沁人心脾，让人倍感温馨
和感动。

有人总以为帮助他人，就是金钱上的给予；还
有人认为，帮助他人，就是要做一件大事。其实，

现实生活中，助人更多的是体现在一件件小事上：
生活上给他人提供便利，工作上给他人提供支持，
事业上予他人以提携，这些都属于助人的范畴。
这种“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的平凡举动，既能让受
助者心怀温暖和感动，也能从自己寻常的作为中，
体会到幸福和快乐常萦怀中的美好感觉。

自古以来，助人就作为一种高尚的情怀，备受
人们的推崇。我国大教育家孔子曾云：“君子成人
之美”，这里所指的成人之美，就是帮助他人成全
好事的意思，实质上强调的就是助人是一种美
德。这其中又蕴涵着两层意思，一是一个品德高
尚的人，平常应该多为他人排忧解难；二是经常帮
助他人走出困境者，他本身就是一个道德高尚之
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助人其实也是在助己，危难
之机，你帮助了他人，下次自己碰到了难处，曾经
帮助过你的人，就会携手过来助你渡过难过，这是
多么温暖的一幕呀。

朋友，让我们学会助人吧，它不仅是一种涵养
和修为，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能从帮助别人中，深
刻地体会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那份幸福和
快乐！

夏日歌者 徐 群/摄

助人是一种幸福
□作者：刘昌宇

家 议

家 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