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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满时节访大顺
赵 阳

“小满·大顺文化艺术节” 已连续开
办四届。去年有幸参加他们的采风活动，
很有感触。今年主办方征询意见，问我还
愿不愿意参加，连考虑都没考虑，我就答
应了下来。

车子从“安徽的珠港澳”大桥跨过瓦
埠湖，顺着瓦东循环路往北一拐，进入到
大顺镇境内。 但见道路两边，一片金黄。
麦穗在五月的热风中轻轻摇曳， 麦芒在
阳光映照下闪着微光。远远望去，田野里
像是被撒了一层金粉。 这翻滚起伏的麦
浪， 让我想起孩提时课文里的 “麦浪千
顷”。 我一贯对数字麻木，这“千顷”究竟
有多大，向来不甚了了，但眼前这片确够
壮观。车过十里长沟，路边的桑葚挂满枝
头，像极串串紫色的葡萄，晶莹剔透，勾
引着车窗内雀跃的人们。桑葚树外，间或
闪过几块油菜地，正值收获时节，田主有
的在弯腰收割，有的开着“小手扶”在往
麦场上搬运。 两车交会时，我才发现，我
们的车子已开到了瓦埠湖边。

这就是此次我们采风的目的地———
大顺镇老嘴村。

根据《辞海》解释，嘴，地名，“形态凸
出或作用如嘴的”。瓦埠湖是淮河中游最
大的一处多枝杈淡水湖泊，湖边的“嘴”，
指的是伸进湖面的部分，如李嘴、张嘴、
王嘴等。 老嘴，顾名思义，就是历史比较
久远。 这名字，听起来便觉得亲切，仿佛
村口真有一位慈祥的老者，正衔着烟袋，
笑眯眯地望着来往行人。

三面环湖的老嘴村， 腾出来的老村
庄复垦后，如今是广袤的农田。 原野中，
三三两两的农民， 手拿镰刀， 梭巡于田
间， 就像检阅千军万马的将军。 转眼湖
内，苇荻青青，蓼花似火，茵陈飘香，湖水
在日光下泛着粼粼波光。几只白鹭，时起
时落，翅膀拍打的声音清晰可辨。两位牧
人，划着小船，正在把白云般飘荡于湖中
的鹅群圈进湾内。他们的动作很慢，仿佛
不是在赶鹅，而是在进行某种仪式。湖心
位置，一艘驳轮拖着长尾，犁开湖面悠悠
而去。

身边不远的田埂上，有一位老农，正
在弯腰查看麦穗。他掐下一穗，放在掌心
搓了搓，吹去麦壳，露出青黄的麦粒。 “再
有个十来天就能收了，”闻声抬头，看见
我信步而来，他热情地招呼我过去看麦，
说，“今年的麦子长得不错！ ”我探过头，
但见他手捧的麦粒饱满圆润， 却还未黄
透，青中泛白。撮起几粒，放嘴里一嚼，清
甜的汁液便溢满口腔。

“从前哪有这样的好收成，” 老农打
开了话匣子，“种子不好， 地又是 ‘漏风
土’，一亩能打三百斤就算不错了。 现在
换了新品种，土地流转小田变大田，又用
上了‘小飞机’打药施肥，亩产七八百斤
不成问题。 ”他说着话，眼睛望向远方，仿
佛看到了丰收的盛景。

老嘴村曾是瓦埠湖畔有名的 “水口

袋”“旱包子”，水多水少的问题长期困扰
当地发展， 一度作为脱贫攻坚的 “硬骨
头”，由县主要领导联系帮扶。 前些年开
展移民建房后，老嘴村积极响应，全村实
行整体搬迁， 村民们从此不再受洪涝之
苦。 腾出来的老村庄复垦后，当地政府从
县里请来农业专家，对土壤进行改良，田
间进行综合治理，加固了沿湖圩堤，配套
了灌排渠道，新建了提水泵站，实现了排
灌自如，做到了旱涝保收。

靠淮桐高速出口的地方， 村里新建
了一个粮食加工厂， 烘干储运设备一应
俱全。 厂长大约三四十岁，精明能干，是
位反哺家乡的“凤还巢”成功人士。 “现在
种地不一样了，”他对我们说，“靠的不再
是老天爷赏饭吃，而是科技和政策。 ”他
带我们参观厂房， 现代化的设备让我这
个曾长期从事农业农村工作的人也感到
新奇。 “现在小麦在田里一成熟，马上专
业队到场， 机械收获后直接拉到加工厂
烘干，不但把农民从繁重的‘三夏’辛劳
中解脱出来， 还彻底解决了江淮梅雨季
节粮食霉变的问题。 ”

走进老嘴新村， 整齐排列的两层小
楼白墙灰瓦，门前种着各色花草。 一户敞
开的门前，坐着一位摘菜的老人。 我走过
去攀谈，得知老人姓李，他告诉我，从前
每临汛期， 家家户户都要忙着往高处搬
东西。 “现在好了，”他指着自家的楼房，
“水再大，也淹不到这里。 什么叫安居乐
业？这就是了！ ”老人的皱纹里夹满笑意，
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漫步村内， 水泥铺就的道路纵横交
错，平坦宽阔。 几个孩童骑着单车呼啸而
过，车铃声响彻整条街巷。 路边的小卖部
门前，几位老人围在一起，或坐或立，看
其中的两人下棋。 他们两位，一边见子打
子，一边相互斗着嘴。 旁边看热闹的人，
七嘴八舌地添嘴拱火， 时不时爆发出一
阵笑声。

中午时分，田间的、街上的村民陆续
回家吃饭， 村里的停车场上停满各种车
辆。 村委会的大喇叭响了起来，开始播放
当地新闻，头条就是关于“小满·大顺文
化艺术节”的动态。 主人告诉我们，这个
节日起初只是为了庆祝丰收而设立，后
来渐渐发展为展示大顺文化成果的平
台，并已形成独具特色的品牌。

“为什么叫 ‘小满’ 而不叫 ‘大满’
呢？ ”我问。

“这正是古人的智慧呵，” 主人笑吟
吟地说，“小满意味着还有成长空间，永
远保持一点不足，才有前进的动力。 ”他
的话语，让我陷入沉思：人生不也正是如
此，“满招损、谦受益”“月盈则亏，水满则
溢”，说的不都是这个道理！

小满大顺，大顺小满。 我们眼前的金
黄麦田、湛蓝湖水、高大楼房、朴实笑脸，
这一切， 不正是古人所向往的美好生活
图景？

一枝月季出墙来
赵仕华

白墙黛瓦， 雨水哗哗。 窄窄的巷子
里，雨水从屋檐下倾泻，一股一股地往下
落， 就像是小朋友捏着水管在打水仗一
样。 青石缝里钻出几簇青苔，在水流中轻
轻摇晃。

我撑着伞， 低头避开地上由雨水汇
成的小溪。 “嘀嘀、嘀嘀”，背后响起一阵
摩托车的声音，我下意识地抬起头，侧身
让摩托车先走。 摩托车缓缓驶过，一阵清
香悠悠入鼻。 我循香而望，只见稍高过人
头的围墙外， 一枝红色的月季正在雨水
中闪光。

屋檐水不断打在我的雨伞上， 有些
调皮的水珠钻进了我的衣服。 那玫红色
的月季如小碗一般大， 水珠像跳水运动
员一样，优雅地从花瓣上跳下去。 一阵风
猛地刮了过来，我的雨伞差点脱手。 但那
花香却带着清新，再次扑鼻而来。 一刹那
间，我因暴雨而异常烦闷的心情，竟然一
下子就好了起来。 我吸了口气，用手机拍
了张雨中的月季。

这是我每天和孩子步行到学校后，
返回单位上班的路之一。 浅浅的巷子 ，
青石在脚下泛光 ，低矮的围墙边 ，不时
有挑着时令蔬菜 、 哼着不知名歌曲的
老农经过 ， 还有像踩着弹簧上下学的
小学生……这里充满了人间烟火的气
息。 我很喜欢这里，哪怕上班从这里经过
要多走几百米。

隔天，我又从这里经过。 小鸟在枝头
追逐清晨的阳光， 不远处的农贸市场熙
熙攘攘，空气里有生活的气息。 我慢慢前
行， 月季花的香味再次袭来。 我停下脚
步，踮起脚尖，原来围墙内、院子一角有
好几株月季， 共分三色， 有桃花般的粉
色， 有明媚的鹅黄， 再有就是浓烈的玫
红。 有的盛开，有的半开，有的还是花骨
朵，就像是在操场上三五成群的小学生。
我掏出手机，拍了整体，拍了局部，还给
其中两朵来了个特写。

中午时分， 我打开手机， 向妻子炫
耀：“我居然发现了一处盛开的月季，这

是其他地方没有的风景。 ” 妻子看了一
会，她点了点头：“确实漂亮，这背景有点
熟悉。 ”我详细地给她描述了那条小巷，
她恍然大悟：“知道了，知道了，那是我学
生的家。 ”

妻子说，这个学生她曾去家访过。 这
家男人就在县城打零工，有什么活干什么
活，一年四季都没闲着。 这家女人生第二
个孩子时，落下了病，不能干重活，只能做
些家务活。前几年他家大的那个孩子生病
了，治病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家徒四壁。社
区给他们解决了低保，眼看家里的日子稍
有点起色的时候，小儿子又生病了，治病
的费用再次让这个家庭陷入困境。

妻子一边讲述， 一边感慨：“我去这
家家访的时候， 女主人把家里布置的异
常温馨，到处都干干净净的。 这家人从不
抱怨，他们总说日子还得继续，帮助他们
的人已经够多了，没有理由抱怨什么。 这
家男人憨厚，话不多，他递杯子给我的手
上，满是老茧。 女人总有银铃般的笑声，
老远就能听到， 一点也不像生活遭遇不
幸的人。 她家院子周围是高大的楼房，只
有她家还是老一辈留下来的低矮的老瓦
房。 男人在院子的一角，用砖砌了几个大
大的花台， 女人在花台里栽下了青葱绿
蒜和各种花草，都是极其常见的。 那里一
年四季都有花开。 ”

傍晚，我接孩子放学的时候，特意带
着孩子穿过那条巷子， 让他和我一起看
那些月季花。 夕阳西下，那些月季沐浴在
一片金色里，格外醒目。 儿子开心地数着
未开的花苞，用力吸了口气，他的脸上绽
放出了灿烂的笑容：“这些花好香！ 爸爸，
它们怎么长得这么好？ ”

我望着墙头袅袅升起的炊烟， 想起
男人粗糙掌心的老茧，女人灿烂的笑容；
想起雨珠从花叶间滑落， 在青石上溅起
微小的水花。 “你看! ”我蹲下身子，看着
儿子：“它们和咱们一样， 都在不断吸收
阳光雨露，不畏风霜雨雪，日子一天天过
去，它们自然就长得茂盛，开得灿烂。 ”

最爱人间浅浅夏
聂顺荣

岁月流转， 四季更迭， 每个季节
都有其独特的韵味， 然而我却独爱那
人间浅浅夏。 它不像春日那般含蓄温
婉， 不像盛夏那般热烈奔放， 也不像
秋冬那般清冷寂寥， 浅浅夏以它恰到
好处的温柔与灵动， 悄然拨动着我的
心弦， 让我沉醉其中， 无法自拔。

浅浅夏的阳光， 是最温柔的问候。
清晨， 阳光从云层中若隐若现地探出
头来，像个羞涩的孩童，怯生生地打量
着这个世界。那光线并不刺眼，而是带
着几分朦胧与柔和， 丝丝缕缕地洒向
大地 ，轻轻唤醒沉睡的万物 。渐渐地 ，
阳光变得明亮起来， 却依旧保持着那
份恰到好处的温度，不似盛夏的毒辣，
只是暖暖地拥抱着世间的一切。 漫步
在阳光下，看那阳光穿过枝叶的缝隙，
在地上洒下一片片斑驳的光影， 宛如
一幅天然的画卷。 偶尔有一缕阳光调
皮地落在肩头， 仿佛是浅浅夏在与我
亲昵地打招呼， 让人心中满是温暖与
惬意。

浅浅夏的风，是最灵动的舞者。它

从远方轻盈地吹来，没有春日的湿润，
也没有盛夏的燥热，带着丝丝清凉，温
柔地拂过脸颊。风起时，路边的花草纷
纷摇曳生姿，仿佛在与风共舞。柳树的
枝条宛如绿色的丝带， 在风中翩翩起
舞 ，婀娜多姿 ；花朵们也不甘示弱 ，随
着风的节奏轻轻点头， 将阵阵清香散
发到空气中。风穿过街巷，掀起行人的
衣角，带来一阵舒畅，让人忍不住闭上
眼睛 ，静静享受这美好的时刻 。那风 ，
就像是浅浅夏派来的使者， 用它灵动
的舞姿， 为人间增添了无尽的生机与
活力。

浅浅夏的雨，是最特别的乐章。它
总是来得猝不及防，又走得潇洒自如。
前一刻还是晴空万里， 转眼间乌云密
布， 豆大的雨点便噼里啪啦地砸落下
来。雨点打在屋顶上、窗户上、地面上，
发出清脆的声响， 仿佛是大自然在演
奏一场激昂的交响乐。雨中的世界，被
一层薄雾笼罩，变得朦胧而神秘，宛如
一幅水墨画卷。行人们纷纷撑起雨伞，
在雨中匆匆而行， 五颜六色的雨伞在

雨中绽放，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面。不
一会儿，雨渐渐停歇，天空重新露出湛
蓝的笑脸，一道绚丽的彩虹横跨天际，
为这场雨的乐章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
号。雨后的空气格外清新，弥漫着泥土
的芬芳和花草的清香， 让人忍不住深
呼吸，感受着这清新宜人的气息。

浅浅夏的草木， 是最充满生机的
画卷。树叶褪去了春日的嫩绿，变得更
加浓郁饱满， 那深深浅浅的绿色， 仿
佛是大自然用最丰富的色彩精心绘制
而成 。 草丛中 ， 各色野花竞相开放 ，
红的像火、 粉的像霞、 白的像雪， 它
们或独自绽放 ， 展示着自己的美丽 ；
或簇拥在一起 ， 形成一片绚烂的花
海。 树木郁郁葱葱， 枝叶繁茂， 为人
们撑起了一片片绿荫 。 坐在树荫下 ，
听着蝉鸣 ， 看着光影在树叶间跳跃 ，
感受着微风的轻抚， 仿佛置身于一个
宁静而美好的世外桃源。 那蓬勃生长
的草木， 是浅浅夏最生动的写照， 展
现出生命的无限活力与魅力。

在浅浅夏的时光里， 生活也变得

格外美好。 人们纷纷走出家门， 享受
着这美好的季节。 公园里， 老人们悠
闲地打着太极， 孩子们在草地上嬉笑
玩耍， 年轻人则坐在长椅上谈天说地，
欢声笑语回荡在空气中 。 街头巷尾 ，
飘来阵阵美食的香气 ， 冰镇的西瓜 、
香甜的冰淇淋、 清爽的酸梅汤， 这些
夏日特有的美食， 让人垂涎欲滴。 夜
晚， 人们坐在院子里， 仰望星空， 感
受着夜的宁静与美好。 萤火虫在草丛
中飞舞， 像一盏盏小灯笼， 为这夏夜
增添了几分浪漫的色彩。 蟋蟀的叫声
此起彼伏 ， 宛如一首悠扬的小夜曲 ，
陪伴着人们进入甜美的梦乡。

最爱人间浅浅夏 ， 爱它的阳光 、
爱它的风 、 爱它的雨 、 爱它的草木 ，
更爱它带给我的那份宁静与美好。 在
这浅浅夏的时光里， 仿佛一切都变得
慢了下来， 让人有足够的时间去欣赏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去感受大自然的
神奇与美妙。 愿时光能在浅浅夏中停
留， 让我尽情享受这如诗如画的美好
岁月。

田野里的五月絮语
杜欢欢

布谷鸟刚刚开始吟唱时 ， 江汉平原像一
卷洇了水的宋画 。 拔节的小麦绿油油一片 ，
像是云絮中走出来的青绿， 染着晃眼的黛色。
雨就在这无声的变化中悄然来临， 那雨滴时
而针尖儿似的， 时而又在地上砸出斗大的水
珠。 就这样的雨下上几场， 枇杷就开始换装
了， 五一劳动节时摘下来一颗又一颗又黄又
大的果子， 颗颗酸甜， 滋润人心。

圆桌上的菜也由野菜腊肉变为蚕豆 ， 蚕
豆是老一辈人的最爱， 这个季节的蚕豆荚掐
在手里一夹蚕豆就能入口， 嫩嫩的， 鲜鲜的。
老一辈人对蚕豆的热爱从嫩蚕豆开始， 嫩时
吃生的； 稍熟一些用韭菜爆炒； 等完全成熟，
就摘下来晒去水分油炸。 他们吃着蚕豆的一
生， 也慢慢像蚕豆一样， 把一生都奉献给了
他们种蚕豆的这片土地。 河里的螺蛳这个时
候取来做火锅最是美味， 往热辣滚烫的火锅
里放一把粉， 糯糯的粉里夹着劲道的螺蛳肉，
吃出的仿佛是生活的滋味。 我最喜欢这个时
候的青椒炒财鱼， 鲜嫩的鱼肉外裹着当季青
椒的爽辣， 每一口都是惊艳的感觉， 像这个
季节的雨， 每一场过后都带来新的生命状态。

再过一段时间， 正午的阳光就会变得越
来越盛， 可以给地上的作物足够的热量和光
照进行光合作用。 奶奶的菜园子里， 就会开
始长西瓜、 甜瓜、 大西红柿， 那是夏天的味
道 。 过季的胡萝卜和白菜已经被清除出去 ，
菜园子便已经在为夏天做准备。 生命都是从
一颗小小的种子开始， 我每次看到这样小颗
粒的种子， 就会想， 究竟是什么样的勇气让
它们在土地的滋养下结出来硕大甘甜的瓜果。
生命果真是神奇而伟大， 每一个生命的开始
总是那样不起眼， 但当它成熟以后， 往往都
能量惊人。

我喜欢这个季节坐在爷爷给我做的老课
桌上工作， 那木质的桌面被年少时的我刻画
太多的图案 。 爷爷已去 ， 老课桌上被我放
上新买的电脑 。 敲击键盘的时候 ， 我恍然
惊觉自己仍在年少 ， 耳边是爷爷的叮嘱 ：
“做作业要认认真真 ， 戒焦戒躁， 切勿三心
二意……” 窗外是连绵的雨声， 像极了少时。
芍药花一朵一朵， 开得惊艳， 仍旧如同从前。
突的 ， 一阵脚步声靠近 ， 老木门吱呀一声 ，
接着奶奶就端着一碗鸡蛋羹进来， 自制的芝
麻油散发着香味儿在房间漾开， 那是我的最
爱。

工作做完， 走出木门 ， 雨已停 。 放晴的
天空明净如洗， 田野里的作物排布有致。 我
喜欢这田野的气息 ， 那是一股生命的气息 ，
一副欣欣向荣、 景明和谐的气息。 这是生命
最真实的模样， 也是田野最吸引人的地方。

夜 读 之 趣
王玉美

暮色悄然褪去， 城市的喧嚣渐渐
归于沉寂， 夜， 宛如一位神秘的使者，
轻轻拉开了帷幕。 月光如纱， 繁星闪
烁， 在这静谧的夜色中， 夜读的乐趣
悄然绽放 ， 如同一朵暗香浮动的花 ，
让人沉醉其中， 难以自拔。

夜读之趣， 趣在随性洒脱。 白日
里， 我们如同被生活的丝线操控的木
偶， 穿梭于工作的忙碌与社交的繁杂
之间， 难得有片刻属于自己的宁静。 而
当夜幕降临， 卸下一身的疲惫， 摆脱外
界的纷扰， 终于可以独享这一方只属于
自己的天地。 此时捧起一本书， 无需拘
泥于形式， 不必遵循固定的规则， 完全
随着自己的心意与喜好。 或许是一本尘
封已久的经典名著， 在泛黄的书页间，
与过往的智者对话， 感受跨越时空的思
想碰撞； 或许是一本充满奇思妙想的科
幻小说， 跟随作者的笔触， 穿梭于浩瀚

宇宙与未来世界， 开启一场惊心动魄的
冒险之旅； 又或许是一篇温馨治愈的散
文， 在细腻的文字中， 品味生活的点滴
美好， 让心灵得到片刻的慰藉。 就像陶
渊明一样 “好读书， 不求甚解； 每有会
意， 便欣然忘食”， 夜读的随性， 让我
们在书的世界里自由驰骋， 无拘无束。

夜读之趣， 趣在沉浸陶醉。 “读一
本好书， 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在夜深人静之时， 沉浸于书的海洋， 仿
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随着文字的
流淌， 我们可以穿越历史的长河， 见证
王朝的兴衰更替， 感受古人的喜怒哀
乐； 也可以漫步在异国他乡的街头巷
尾， 领略不同的风土人情， 体验别样的
生活韵味。 当读到精彩之处， 仿佛自己
就是书中的主角， 与人物一同欢笑、 一
同哭泣、 一同经历人生的起伏。 记得曾
在一个宁静的夜晚， 读余华的 《活着》，

被福贵坎坷的命运深深触动， 泪水不自
觉地打湿了书页。 那一刻， 仿佛时间都
已停止， 只剩下我与书中的故事融为一
体。 夜读， 让我们忘却了现实的烦恼与
疲惫， 在文字的世界里， 寻找到了心灵
的栖息之所， 获得了无尽的陶醉与满
足。

夜读之趣， 趣在启迪思考。 夜晚的
安静，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思考空
间。 远离了白天的喧嚣与浮躁， 在柔
和的灯光下， 伴随着书页翻动的沙沙
声， 我们可以静下心来， 深入思考书
中的内容， 与作者进行一场心灵的对
话。 每一本书都像是一把钥匙， 打开
我们思想的大门， 让我们看到更广阔
的世界。 读哲学著作， 我们思考人生
的意义与价值， 探寻生命的真谛； 读
科学书籍， 我们惊叹于宇宙的奥秘与
自然的神奇， 激发对未知的探索欲望；

读文学作品， 我们品味人性的复杂与
美好， 感悟生活的酸甜苦辣。 在夜读
的过程中， 我们不断地反思自己， 拓
宽视野， 丰富内心世界。 正如苏轼所
说： “腹有诗书气自华”， 夜读不仅滋
养了我们的心灵， 更启迪了我们的智
慧， 让我们在思考中不断成长。

“三更有梦书当枕， 莫负今生是
书生。” 在这宁静而美好的夜晚， 夜读
如同一盏明灯， 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如同一把吉他， 弹奏出心灵的旋律； 如
同一杯香茗， 散发着醇厚的韵味。 它让
我们在喧嚣的世界中寻得一片宁静 ，
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闲适， 在迷
茫的人生中获得一份指引。 夜读之趣，
无穷无尽 ， 愿我们都能在这夜色中 ，
与书为伴， 享受夜读带来的独特乐趣，
让心灵在书的滋养下， 绽放出最美的
光彩。

难 送 的 谢 礼
陈卫华

沈奶奶颤抖着双手，从对方手中接过那个熟悉的钱
包，不敢置信，低头看了又看，没错，这确实是她的钱包！
她紧紧攥住，仿佛一松手钱包会再次不翼而飞。 缓过神
后，她急忙抽出三张百元大钞，硬要塞给恩人，可对方却
连连后退，双手不停摆动，说什么也不肯收下这份酬谢。

待来人离去，老两口不住地感慨，“咱们上辈子到底
修了多大的福分啊，丢了的钱包居然还能原封不动送回
来！” 沈爷爷轻轻拍着老伴的手， 声音里满是庆幸与感
激。

沈奶奶和老伴都是村里出了名的老实人，老两口守
着几亩菜地度日。 几天前，村里来人大肆宣传净水器，平
时省吃俭用的老两口，觉得在保健方面不能节省，当天
沈奶奶便揣着 4000 元和邻居前往村部购买。 可谁能料
到，就在她挑好一款净水器，准备掏钱付费时，脸色瞬间
变得惨白，口袋里空空如也！ 她慌乱地翻遍全身，又在四
周仔细寻找，邻居也帮着在地上来回搜寻，连犄角旮旯
都不放过，可那 4000 元钱就像人间蒸发了一般，踪影全
无。

夜幕降临，老两口失魂落魄地回到家，瘫坐在饭桌
旁。 厨房冷锅冷灶，两人谁也没心思做饭，这可是他们种
了一季花菜，起早贪黑花了十来天卖掉后，辛辛苦苦攒

下的血汗钱啊！
就在老两口绝望之时，转机出现了。 隔壁村的钱俊

风尘仆仆地敲响了他家的门。 原来，钱俊在村部附近捡
到了钱包，看到里面的身份证，心知失主定是心急如焚，
连家都没回，就按照身份证上的地址，一路打听着找了
过来。 于是，便有了开头那感人至深的一幕。

这份恩情，老两口记在了心里。 沈奶奶觉得，若不回
报，往后的日子心里都不安生。 所以沈奶奶又拎着礼品
登门致谢，第一次、第二次都被钱俊客客气气地劝了回
来。 老两口反复思量，这份情谊不还不谢，还是心有愧
欠。

所以第三次，老两口又带着烟酒等礼品上门，满脸
诚恳地请钱俊收下， 钱俊看着老两口满是期盼的眼神，
实在不忍再拒绝，这才收下了两瓶酒。 看着钱俊收下礼
物，老两口悬着的心，终于稳稳地落回了肚里。

“善良是一种选择，更是一种力量。 ”钱俊拾金不昧，
展现了人性的光辉；沈奶奶知恩图报，传递了温暖的力
量。

这就是发生在我老家的真实故事。 愿这世间的善良
如繁星闪烁，愿每一个心怀善意的人，都能被岁月温柔
以待，一生顺遂安康。

晨 曦 左先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