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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忙 突 击 队
张亮亮

进入五月份，农民也迈进了农忙时
节，田间地头山坡附近 ，到处可见人们
在地里忙碌的身影。

近几年，农民把目标锁定在了种植
药材上，把药材种好了 ，到了丰收时节
能有一个好的收入。 有的农户人家自家
地里活早早地干完了，就去给邻居家帮
忙。 近年来，年轻人外出打工经商，无种
植能力的农户干脆就把自家土地承包
出去，让别人耕种。

承包土地的老板， 到了这个季节，
要抓紧时间整地、 施肥， 种植生地、辣
椒 、玉米 、红薯 、高粱等 ，农民一个字 ，
忙！

农活凑了一大堆，光凭自己两只手
根本干不过来， 不得不雇人请帮工，现
在，农村日工一天工钱 120 元。 于是，村
里由一帮妇女自由组建的一支“农忙突
击队”应运而生。

所谓“农忙突击队”，就是在农忙季
节，帮助地多的农户或者承包土地的老
板， 在短时间内把地里的农活突击干
完。 谁家的土地多，活干不过来，可又要

在这个最佳时机尽快把农活干完 。 因
为，对于农民而言 ，耽误了最佳黄金时
机就会影响今年的收成。 为了能达到高
产，不得不与时间赛跑，不得不请“突击
队”来帮忙。

在这种紧要关头，“农忙突击队”的
诞生，正好解决了农民因着急种地而头
疼苦恼的问题。 这支“突击队”由村里一
帮妇女们自发组成 ， 这帮妇女干活麻
利，勤劳朴实，时间长了，在村里已经打
出了好的名气。

俗话说，群龙不能无首！ 虽然是一
支小小的团队组织，但也得有个领头人
呀。 她们自由组建，推荐妇女来丽俊为
领导，专门负责与雇主谈工资 、工作时
长，以及人员调动等业务事宜 ，为了提
高工作效率， 她们甚至建立了微信群，
群名就叫“农忙突击群”，尽量做到随叫
随到。

这天， 老王家的红薯苗需要栽了，
只要与群主来大姐一联系， 第二天，来
大姐率领自己的团队不到一天时间就
把老王家的红薯苗全部栽完。 老王站在

地头连连夸赞，这活干得真棒 ，地里的
红薯苗无论咋看，横竖都是一条线。

李老板包的地多 ， 一个电话呼叫
“突击队”，机器在前面翻地 ，地下的生
地随着土壤的翻滚全部滚了出来，后面
的队伍两人一组拿着口袋， 捡拾生地，
车过人过，干净利索。 短短时间就把李
老板的药材突击完毕。

来大姐真是人如其姓， 每天风风火
火，呼之即来，来之能战，干完东家干西
家，有的老板干着急只能预约排号。随着
村里人对这支“突击队”的一致好评，她
们的名声越来越大， 有的干完自家活的
老爷们干脆也加入这支妇女们的战队，
妇女中夹杂着老爷们， 干活的气氛变得
更加热闹，真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这天 ， 老张家的辣椒苗需要突击
了，“突击队”及时赶来，他们头戴草帽，
面朝黄土背朝天，花花绿绿劳动者的身
影在田地间摆开了阵势。 汉子发苗妇女
栽，一会儿，妇女发苗汉子栽，按雇主要
求的株距栽苗，标准尺寸，丝毫不差，他
们配合默契 ，求速度与质量并存 ，她们

用极快的速度突击完一家又一家的农
活。

虽然，大老爷们挣着和妇女们一样
多的工资，能为家中补贴费用 ，不为柴
米油盐而担忧，为此，他们乐在其中。

每次干完一家活，当他们付出辛苦
后都领到自己应得的报酬时，各个脸上
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在他们脸上 ，写着
满脸的幸福，幸福其实很简单。

她们是一支平凡的家庭妇女；她们
是家庭中的贤妻儿媳；但她们更是已有
儿女的母亲。 这些勤劳而伟大的母亲组
建的这支“农忙突击队”，哪里需要哪里
去，在关键时刻解决了一个个农户老板
们的燃眉之急。 或许，她们没有太高的
文化，但，她们的心是善良朴实的。 为家
庭 、为生活 ，她们干劲十足 ，烈日炎炎
下，汗流浃背，累，并快乐着。

她们的朗朗笑声传遍四野，田间地
头， 到处留下了这支劳动者的身影，她
们的身影，才是最接地气最美劳动者的
剪影 ！ 更是伟大的母亲勤劳淳朴的缩
影。

绘 春 晓 溪 摄

顿 悟
陶 悦

静下来的时候，回忆起那天的变乱，我有时会痴痴地想，
当时如果不是那样鲁莽，兴许不会有这样的后果。

那天，我骑车路过一个狭窄的巷子时，为躲避一个走路的
老太太，马失前蹄，连人带车撞在墙上，落下了满身的伤痕不
说，大脑也受到了刺激。

那天早上，天下起了雨，可我偏偏骑了车子。 我也是可以
穿雨衣的，可我嫌费事，又裹人。 临下楼时，却拿了一把伞，又
偏偏是一把旧伞，断了一根伞骨。 一路上，我左手撑着伞，右手
握着把，车子东倒西歪、踉踉跄跄地往前走，像一个喝多了酒
的醉汉。 拐到观园巷，行人多起来，都打着伞，行色匆匆的样
子。 雨，仍在不紧不慢地下着，巷道的青石板上，不时溅起一朵
朵水花。 前方，出现一个行人，撑着一把很大的伞，走在巷子中
间，很慢，像是一个老人。 巷子里突然刮过一阵风，手里的伞贴
到眼前，挡住了我的视线。 等移开伞，突然发现车子已抵近行
人的脚后跟。我吓出一身冷汗，慌忙将车头朝左打。不想，旁边
就是墙，我一慌，又将车头向右转。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我还没
反应过来，车子便“嘭”地一声撞在墙上。 车惯性将我甩到墙
上，左肩膀“咚”地一声撞上去，左手无名指也被粗粝的墙壁蹭
破了皮。 还好，我人没倒，车子倒在地上。 巨大的响声，把那位
行人吓了一跳，不禁“啊”地惊叫了一声。 在转身的一瞬间，我
看清，原来是个老太太，白发苍苍的，脸上戴着口罩。 老太太似
乎没看到我的表情，她拎着塑料袋站了一会，看我并无大碍，
便悄无声息地走了。 这老太太有些冷漠，见我摔倒，她连一句
安慰的话都没有，我心里忿忿然。 我狼狈地扶起车来，顾不上
满身伤痛，骑上车子继续赶路。 在与老太太并行的时候，我又
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这下，老太太算是长了点心，紧贴着巷边
走。

到了办公室，我简单地处理了一下伤口。 回想起刚才骇人
的一幕，仍心有余悸。 冷静下来的时候，我忽然感觉有什么不
大对劲的地方，似乎是我对待老太太的态度上有些问题。 我不
该瞪老太太两眼，这起事故跟她没有多大关系。 问题是出在我
身上。 天下着雨，我应该走去上班，不该骑车，反正也不远。 骑
车也就罢了，我应该穿雨衣，不该去打伞，并且还是一把破伞。
遇到窄巷子，我应该下来推着车走，不该心存侥幸地去逞能飚
车技、钻空子。 老太太受到惊吓，我应该向她道歉。

我突然想明白了，做人不要去怪别人。 为人处事，遇到问
题，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少去责怪他人。 很多时候，有些问题
看似别人造成的，其实是自己造成的。 是自己的错，为什么去
责怪别人？

怪人不知理，知理不怪人。 怪别人，抱怨别人，只会增加自
己的怨气，让自己心累。 不如看淡点，换个角度去思考，想开
了，其实也没啥好怪的。 应该感恩所有的遇见，一切都是最好
的安排。

秤
李圣安

机关食堂年年亏空，好像是个无底
洞，怎么都填不平。 看来，改革势在必
行。

针对机关食堂改革问题，局党组召
开专门会议。 讨论来讨论去，大家一致
认为， 窗口打饭是老掉牙的旧做法，弊
端很多：一样的饭、一样的菜，不管你爱
吃不爱吃、吃得多吃得少，都照单全收，
吃不完的、不想吃的就倒掉，造成很大
的浪费； 食堂工作人员特别是厨师，关
亲顾友、 拉关系走后门的现象屡禁不
止，存在很多难以堵塞的漏洞。 会议最
后决定 ，食堂自助 ，只对内部 ，个人吃
好，请勿外顾。 局长在会上发了话，如果
食堂再亏空，经理戴德贵就走人。

不料， 自实行自助餐模式以来，老
戴脸上就挂不住了，整天像吊了个煤油
瓶子，黑乎乎、阴沉沉的。 为啥？ 不说也
可以猜得到，大家一进餐厅，都抢着打
荤菜，蔬菜少人问津。 食堂不得不多做
荤菜，开支明显增加不少，不仅没扭亏，
反而多亏了，老戴为此伤透了脑筋。 他
本来是个有名的铁公鸡，算盘珠子是放
在头顶上打的。 可面对这样的境况，却
一点办法也没有。

过了一个多星期，老戴脸上阴天转
晴。 他结了食堂的账，发现成本已经下
降。 他满腹狐疑，找来厨师长饶良义一
问究竟。 小饶一脸坏笑，神秘兮兮地说，
你中午现场观摩一下就知道了。

午饭时间到了，老戴来到食堂门口，
员工已经排成长龙，等待刷卡用餐。

突然传来女声惊叫，哎呀，怎么还这
么重，看来还得减呀。

另一个女员工接茬说，少吃点肉，自
然就减了。

老戴循声挤了过去。 原来众人正围
着一台台秤，七嘴八舌，叽叽喳喳。 排队
打饭的人站着没事， 就跨上台秤称一下
体重。

又见一位女员工从台秤上下来，神
情沮丧地说，上礼拜都没这么重，究竟是
咋回事？算啦，不吃饭了，蔬菜也不吃，汤
水也不喝。

老戴先是目瞪口呆，继而恍然大悟。
他用牛眼瞪着小饶，这是你的馊主意吧？

是啊，我看你整天闷闷不乐的，就想
到了这一招，虽然没经过你同意，一试还
真奏效。 现代人，特别是女同志们，都注

重保养，害怕体重超标。大家自打饭前称
了体重，用餐都以蔬菜为主，荤菜常被打
入冷宫。 你看今天这盆没几颗油星的白
萝卜，倒成热门菜、抢手货了。

小饶说得眼睛、 眉毛和唾沫星子一
起飞了起来。老戴呆呆地站在那里，若有
所思，可还是脸色铁青，一声不吭。

怎么了？ 经理，我做得不对吗？ 小饶
扯扯白色厨师服， 眼珠子在老戴脸上瞄
来瞄去，似乎在寻找答案。

老戴憋了老半天，突然大声吼道，不
经过我同意， 你擅自把进食材用的秤搬
过来给大家称体重，踩坏了、弄脏了怎么
办？

小饶笑嘻嘻地说， 这台秤能称 500
斤，你每天进出食材，应该是最清楚的，
没人踩得坏……也踩不脏的， 我垫着纸
板哩。

不许你这么干！老戴仍怒气冲冲，责
令小饶马上把台秤搬回食材库， 然后转
身扬长而去。

众目睽睽之下挨了剋， 小饶仿佛吃
了苍蝇，心里很不是滋味，脸拉得跟驴一
样，悻悻地搬走了台秤。

转天，没秤可上的员工，纷纷抱怨老
戴。

小饶拍拍脑袋说， 正好我前些日子
买了台体重秤， 要不我去搬来给大家称
吧。 原来，小饶是个胖子，平时比较关注
自己的体重。没买这台体重秤之前，他还
时不时跑到食材库， 悄悄用那台秤称体
重，所以才能想到这一招。

没多久， 小饶就跑到自己的宿舍把
那台体重秤搬了过来。

大家又兴高采烈地称体重。 不仅排
队买饭的员工称， 就连刚才称过体重的
员工，吃完饭也跑过来复称。可他们惊奇
地发现，自己比刚才轻了好几斤，最多的
竟然轻了十多斤。

同一天、同个人，两台秤称的结果
却天壤之别，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体重
秤不准还是台秤不准？ 大家不由得议论
纷纷。 有人较起真来，当即跑到附近医
院体检中心去称。 发现不准的是台秤，
每两百斤居然整整重了十几斤。

这事一时平静不下来，老戴被纪委
监委叫去问话了，问着问着，就没再回
来上班。

小饶成了局里的“反腐英雄”。

抗疫随想
陈 默

“小陈，组织上安排你下沉到社区一
线，参加社区的疫情防控工作,你交接好
手头工作就去社区报到吧。 ”

“好的，我准时到岗。 ”
一到卡点， 我便看见了一个特殊的

队伍，他们有的穿便服，有的穿城市综合
执法制服，还有穿志愿者马夹的。因为口
罩的遮挡，见不到彼此完整的容颜，只能
简单地打个招呼

还没等我来得及适应， 大量的防疫
工作便向我涌来。由于地理位置特殊，面
对复杂且流量众多的人员， 我们都化身
社区工作人员， 耐心地为进出卡口的每
个人核对身份，查验双码，并叮嘱大家做
好防护。

时间在忙碌中过得既慢又快，有时
小腿都酸到失去知觉，但在和社区的居
民相处过程中，我学到了一套和在机关
工作截然不同的“社区工作秘籍”，那就
是 “眼要疾 、手要快 、嘴要甜 、嗓门要
大”。 在基层，大家或许不认得你的证件
和制服，但他们一定能感受到耐心和温
度， 只有和大家建立一种亲情关系，才
能够最大程度地争取到群众的理解，更
加顺利地开展工作。 很快，社区的居民
和我都混了眼熟，我便成为了大家眼中
“社区新来的小陈”。

一天，我正在卡口值守 ，看到一个
耄耋的老爷爷提着个塑料袋颤颤巍巍
地走到卡点探着身子想出去。 “爷爷，
您的出入证带在身上了吗？ ”我照常询
问他是否携带出入证明。 “我没有出入
证，我就到这门口超市买点菜，我不出

门……”老人口齿不太清楚，脸上的口
罩也用得发旧，但眼神中满是诚恳。 我
心里一惊， 卡口设置已经有些时日，老
人却一直没有办理出入证，日常生活怎
么保障呢？

我赶紧向社区报告，在取得同意后
为老人做了出入登记， 换上新的口罩，
并陪他去门口的超市购买了一些蔬菜
食物。 一番聊天我才得知，老人的户口
在别的社区，但疫情以来一直居住在卡
口内的自建民房，腿脚不便加上消息闭
塞，就一直没有办理出入证。

鉴于情况特殊，我们赶紧联系到街
道，几经协商，街道决定由老人现在居
住的社区为其办理临时出入证。 当社区
工作人员为老人送上临时出入证时，老
人一直念叨着 “我真是遇到好人了，真
的感谢你们这些社区的同志啊！ ”老人
坚持要自己亲手填写信息，看着老人认
真地在出入证上一笔一划写下自己的名
字，我的心却还不能完全放下。 我想，老
人的问题可能不是个体， 于是我们向街
道反映， 建议街道进一步加强对管辖范
围内所有老、幼、孤、残等特殊人群的分
级和精细化管理， 保障特殊群体在疫情
防控期间的正常生活。

一番忙碌后，天渐渐晚了，太阳也显
得苍白无力起来， 但我们的热情却从未
减弱，疫情之下，我们见证了太多感动，
付出了太多努力。也许直到疫情结束，我
相信，细微的善意和爱一定能抑制黑暗，
而这些善良的、 闪闪发光的每一个普通
人，都是我热爱这片土地的最大理由。

把土地种出花来
冯敏生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比如我。每看见朱
阳红色小镇那奇山秀水 ， 就不由地驻足眺
望 ；如若看见路旁那姹紫嫣红的花朵 ，就忍
不住前去欣赏 ，索性拿出手机拍照 ，在朋友
圈里显摆。

又比如我的发小山子。 他比我更爱美，
爱花朵。 他是山村里走出的第一位大学生，
不仅和城里一位漂亮的大学教师燕子结了
婚 ， 居然和燕子一起辞掉了城里的高薪工
作，一起回到乡下，把家乡人都不想耕种的、
那些撂荒的土地，竟然种出了五彩缤纷的花
朵来。

把土地种出花来 。 山子他们如此的举
动 ，让村里的七大姑八大姨们 ，叽叽喳喳地
讥笑不休。 都说这对小夫妻脑子进水了，放
在城里的好端端的清福不去享，却跑回贫瘠
的山旮旯里活受罪，在村里人都不想耕种的
土地上去种花。

可山子和燕子，偏偏从城里回到乡下来
种花。 他俩大学学的是美术专业，毕业后他
俩在一所师范大学当教师 。 山子擅长画油
画，燕子喜欢画国画。他们喜欢画画，从美学

的角度上， 他们深深知道人人都爱欣赏美，
所以 ，他们一起回到家乡种花 ，共同去创造
美，好吸引山外更多的人来家乡观赏美。

山子他们回乡村种花的想法，缘于在一
年清明节 ，山子和燕子回村时 ，他们在家乡
村前村后，地里地外瞎转悠。 他们在这大山
深处意外惊喜地发现了美，深深地被家乡迷
人的山水自然风光所吸引。 山子的家乡，是
豫西灵宝朱阳镇弘农涧河源头的一个小山
村。依山傍水，山青，水秀，谷幽、林密。清晨，
鸟雀喧鸣，晨雾缭绕，远远望去，仿佛是云上
人家。 他们在这里，发现了家乡的优美自然
风光美。

于是，他和妻子燕子，辞别城里的工作，
回到家乡。 向村委会流转了几百亩土地，种
起花来了。

山子他们种植的鲜花，按照时令季节，次
第开放，如同他们笔下描绘的一幅幅画卷。寒
露过后，村里人种冬小麦的时候，山子他们就
开始种油菜花了。到了第二年的阳春三月，当
山坡上红艳艳的山桃花盛开时，村前村后，小
河两岸，山岗上，大片大片金黄的油菜花盛开
了。似乎不用他们的画笔去渲染，金灿灿的海
洋，微风吹过，暗香涌动，成群结对的小蜜蜂
和蝴蝶，在金黄的小花朵上面跳舞唱歌，如同
山子画板上一幅绚丽的油画。 就在小麦黄梢
时，河岸边的芍药花、牡丹花先后开放了，硕
大的花朵，绚丽多姿，如同燕子画笔下的一幅
迷人的水墨画。 之后，满山谷绚丽的月季花、
玫瑰花，以及秋天的向日葵们，也随之竞相绽
放，尤其那月季花，花朵大，花期长，一直要开
放到霜降才罢休。那金色的九月菊，还要盛开

到雪花飘飘的初冬时节。
每到鲜花盛开的时刻， 山子他们的乡村

旅游开始忙碌了。 “赏油菜花节”“芍药花摄影
大赛”“向日葵花仙子走秀”“美术写生基地”等
诸如此类的花会、活动和挂牌仪式，一拨挨着
一拨。前来赏花的、摄影的、写生的，络绎不绝。
消夏的、康养的、体验慢生活的游客们一天比
一天多了起来。山子他们精心在田间地头的鲜
花丛中、溪水边，石桥旁，搭建了一座座小木
屋、草房子。那些赏花的游客们，似乎不想返城
了，竟然在花朵簇拥的小木屋住了下来，吃着
农家饭，享受宁静惬意的田园风光。

山子他们开发的菜花蜜、菜子油和葵花
油等特色农产品， 线上线下也供不应求，一
些在外打工的乡亲们， 陆陆续续回村了，也
在房前屋后，种起了蔬菜，喂养了土鸡，还种
植了红高粱等杂粮。于是这些原生态蔬菜和
杂粮，纷纷走上游客们的餐桌。 山子他们带
领乡亲们 ，绽放出他们美丽的生活 ，飘逸着
他们幸福的芬芳。

在阳光下， 一朵朵姹紫嫣红的花朵们，
在向着他们开放，是如此地艳丽，迷人。

爬楼梯
黄 锐

一早醒来，看到蔷薇花开，总觉得这时，你应该在我身边。
今天是五一，又是礼拜天。 疫情以来，你已经一个多月不曾休
息。 你说，你是人民公仆，在其位、谋其政，任其职，尽其责。 等
退休后，会好好弥补。

疫情之下，我被派遣至十一楼值守大门。 平凡人，也可以
尝试不平凡的事。 我行走在楼梯间，时而缓慢，时而急驶，时而
停留。 每迈过一步，都是对自己身体的挑战。 刚开始爬楼梯那
天，伴随着急促的呼吸，心律的加快，才爬到五楼我就招架不
住了，气喘吁吁，身体乏力，双腿像灌了铅，咬咬牙，我又坚持
上了一层，感觉像要呼吸不了似的心慌，气喘，双腿也开始发
软，全身乏力，不舒服，喘息着步入电梯口默默按下 11 楼。 那
一刻的我别提有多沮丧、落寞了，我还没到五十岁呢？ 身体怎
么就这样“亚健康？ ”仔细想想，我身体虚弱的原因不仅仅是工
作时间不规律， 更多的原因归结于自己的懒惰， 缺乏锻炼所
致。 看看身边比我大的姐姐，每次见她都是精神抖擞，神采奕
奕。 她那容光焕发的背后有她的自律与坚持。 长期的长跑运
动，广场舞让她看起来活力十足。 站在 11 楼露天阳台我看见
此时的自己像中了“毒”一样，萎靡不振。 痛定思痛后觉醒，即
日起，一步一个脚印去努力。 不畏惧困难，不妄自菲薄，不好高
骛远，也不慌不忙。 迈开脚步，转移注意力，把生活带回正轨。
你流下的每一滴汗，都会给你最好的馈赠。

爬楼梯的视野比电梯间开阔， 在高楼林立的大楼间看远
处的山，山在安静的独处中高大绵延。

人静下心来思考， 才能找到心之所向。 每天上下楼梯很
累，一口气走到五楼、六楼就要稍作歇息，然而，因为坚持，今
天的我已经可以一口气爬到十一楼，虽然依然是气喘吁吁，但
走着走着，脚步就轻盈了，步伐也变得矫健有力。 回头再看，会
发现自己远比想象中强大。

风蚀的友情
程 筠

有些话，真像是风，还是天经地义，不容拒绝
的风。

“朋友圈第一条，求赞。 ”
“上一条链接，求砍一刀。 ”
“红包奉上，求转发。 ”
“在吗？ 帮投个票啊！ ”
既然“天经地义”，自然找不出理直气壮的借

口，果断推辞。 毕竟，赞一下，砍一刀，转一下，投一
票，也无需大费时间，有如一下无足轻重的风。 恰
恰是不易察觉，才有了一而再，再而三。

可是，久而久之的风蚀，人与人之间，那条往来
彼此的桥，也越蚀越薄，越蚀越瘦。 迟早，会断裂。

几乎没有突来突走的人。 不是陌生的人渐渐
熟稔，就是熟识的人渐渐生疏。

在别人那里，存储了多少时间和温度，就有多
少时间和温度可供取用。 消耗殆尽， 就会重归零
点，彼此再无交集。

风，堆起来的沙，又被风，一一吹散。
《水浒传》里，宋江刺配江州，戴宗向他讨人情

银子，宋江说：“人情，人情，在人情愿！ ”一句话，把
人与人的那点味儿，琢磨得大通大透：你若不要，
给的还是情意。 你若索要，给的就只是利益了。

情意，尚且经不起磨蚀，何况是利益呢，像泡
沫一样。

五彩地絮语

耗神与传神
李丹崖

因为要做一件文创产品， 我到古徽州去拜访
一位木雕传承人，我带了一张雕刻着“一马当先，
事事如意”砖雕的图片，想让他帮忙用木雕的形式
刻出来，然后，翻模，做成铜制的文创产品。

木雕传承人看了我的图片之后， 说：“你要给
我一个月的时间。 ”

“一个月？ 这么久！ ”
“你嫌久？ 也可以，我一周就可以给你，但东西

的精细程度肯定不一样。 ”
我赶忙改口：“一个月就一个月，我等得了。 ”
这一个月，木雕传承人给我打过两次电话，都

是沟通木雕的细节， 问得很是不厌其烦。 一个月
后，我如期收到了他的作品：紫光檀做成的木雕作
品，那匹马雄健有力，马尾上的毛发纤毫毕现，“事
事如意”中的“事事”是用狮子来代表的，狮子憨萌
可爱，狮子所捉的绣球是镂空的，我试了一下，绣
球中间，竟然容得下一根头发穿来穿去……

我给木雕传承人打电话表示感谢。 他告诉我，
这件木雕耗神得很，所以才需要这么久，但是，木雕
这东西就是这样，不耗神做出来的，多半也不传神。

是呀，世间事，岂不都是这样，耗神才能传神，
唾手可得的恐怕也只有唾沫星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