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落凫2020年3月24日 星期二 E-mail:rbwztp@pdsxw.com 编辑 蔡文瑶 校对 祝东阳

从立春到惊蛰，从春节到现在。不

知不觉间，疫情已经持续一个多月了。

随着确诊病例的迅速下降，全国范围内

取得疫情防控的胜利只是时间问题。

望着窗外绽放的桃花，我的思绪回

到了一百多公里外的老家。

这个时候正是春暖花开。年味刚刚

尽消，麦子拔节疯长，农忙时节尚未来

到，正是农村惬意时光。不知道是从什

么时候开始，也许是老几辈人就流传下

来的习俗，趁着这个一年中最悠闲的时

节，亲戚们要相互赶春会，走动串门，增

进感情。

对于村民们来说，每年的春会似乎

是比春节更为重要的节庆活动。春节是

一家人的团圆，春会可是亲戚朋友们的

相聚。一个村子有一个村子的春会。到

了春会前后几天，村子里最流行最光彩

最壮面子的事情是唱大戏。

因为疫情肆虐，所有的聚集性文化

活动全部取消，所以今年的春会唱大戏

只能不了了之。

印象中，村里人对过春会唱戏这件

事情还是比较在意的，只要没有特殊情

况，很多村子都要在过春会的时候请戏

班子唱几场的。不但要唱戏，而且要唱

好戏。你们村今年过会唱戏了没有？要

是我们村唱了，你们村没唱，我们村的人

无形中就会觉得自豪，而对方村子的人

会哑口无言，觉得矮人三分。你们村请

的剧团是市里的，我们村请的是县里的，

县里的就不如市里的，那我们村今年就

算是被你们比下去了，小孩子也会觉得

脸上无光。

村民们希望过会的时候村里能够唱

戏，但是唱戏的钱从哪里出却是村干部

们操心的问题。能唱戏唱好戏，说明你

村干部有能力会弄事；不唱戏唱孬戏，村

民心里不满意有怨气，村干部也觉得灰

头土脸，在村民们面前无法交代。

记得我小时候村里倒是经常唱戏。

村里集体经济不强，没有村办企业，每年

唱戏都是村民们集资。最早的时候，家

家户户按人头收麦子、玉米，统一交给唱

戏的，作为演出费用。一般情况下，一口

人要收三四斤麦子的样子。后来改为收

钱了，大人小孩五元三元不等。通常张

罗着收粮收钱的是村里几位德高望重的

老人。他们有威信，干事没有私心，村民

信服，说话好使。村民们只要家里不是

穷得揭不开锅或者确实是有病号，大都

会很积极地兑粮兑钱，毕竟，村里过会唱

戏了，作为村中一员，自己脸上也光彩。

对亲戚朋友说，过会的时候早点来呀，村

里唱三天大戏。言语中是掩盖不住的自

豪。

我弟兄三个，小时候家里粮食不够

吃，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有一年，刚过罢

春节没几天，村里年近八旬的曹大爷到

家里收粮食准备唱戏，鞋底都快磨破了，

妈妈也没有交一粒麦子。不是不想交，

实在是缸里见底，交不上来。下一周的

粮食还没有着落呢，怎么会有多余的交

出去？

来了几次都是空手而归，老头儿有

点不乐意了，说那今年唱戏你们家的人

可不要去看。妈妈赌气说，不看就不看，

等 我 儿 子 们 长 大 有 本 事 挣 大 钱 当 大 官

了，专门给乡亲们唱几天戏。曹大爷又

气又笑说，那好，我等着。说罢，背着手

低着头悻悻而去。

眨眼间三十多年过去，曹大爷早已

作古。我们弟兄既没有当大官也没有发

大财，虽然有能力为村里唱戏出一份力

尽一份心了，曹大爷却永远看不到了。

无论条件好坏，每年过会的大戏能

唱还是要唱的。这与乡亲们确实喜欢听

戏有关，也是村里的面子问题。最近十

多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村民们的腰包

渐渐鼓了起来，家家户户都有能力出些

钱为村里唱戏作贡献了，却再也没有出

现家家户户兑钱唱戏的情形。

村里有能人搞起了机械加工厂，做

些螺丝螺帽之类的零件，有人做起了种

植蔬菜生意，有的办起了养猪场，也有几

个能人领着一帮子乡亲跑到新疆种树搞

绿 化 。 来 钱 的 门 路 多 了 ，经 济 条 件 好

了。唱戏的钱就由村里的企业家们和热

心公益事业的村民们包了起来。大老板

出大钱，小老板出小钱。你们几个出了

戏钱，我们几个就买点烟花什么的，晚上

开演前一阵放，噼里啪啦姹紫嫣红绚丽

多彩，照亮了村民们仰头欢喜的笑脸。

莫 道 今 年 春 将 尽 ，明 年 春 色 倍 还

人。今年因为疫情防控的需要，村里不

能唱大戏。但是乡亲们都憋着一股子劲

儿呢，明年这个时候，把今年没唱的戏全

部给补出来。

明年春色倍还人

◎
孙
志
刚

要说回家过年这一周来，宋纪元这

棵宋家的独苗已经够忙乱了：照顾年老

多病的爷爷、奶奶，陪伴重症尿毒症的爸

爸去医院透析，写论文，做项目，还要跟

导师、同学在网上开会讨论……但他不

能不关注日益严峻的新冠肺炎疫情，还

有那些苦苦挣扎的不幸的患者，那些义

无反顾的医务人员……他感到有一股热

血在胸中奔涌，奔涌出一个大大的问号：

我能做点什么？

大年初五上午，他终于憋不住了，戴

好口罩走出家门，来到马庄村疫情防控

卡点，向在场的邓海梅、陈贵卿、马全英

等几位村干部表达了加入志愿者队伍的

愿望。

几位村干部自然高兴不已：好小子，

看来俺们没看走眼，村里帮你也没白帮！

他们确实值得欣慰。要知道，宋纪

元可不光是马庄村的骄傲，在湛河区乃

至在全平顶山市，他都算得上是个人物，

还上过《平顶山晚报》哩。在郑州大学读

本科期间，他就入选了河南省优秀大学

生事迹报告团，还被评为中国大学生年

度人物和全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到西安

交通大学攻读机械学博士这两年多来，

他更加如鱼得水，成果频现，先后获得 15

项实用新型专利，在国内外科技创新比

赛中多次夺冠，获奖 30 余次，还成为通用

汽车全球研发中心访问学者，多大多好

的新闻啊，几位村官又怎能不高兴呢？

但他们拒绝了宋纪元：你的心意大伙儿

都领了，你还是多替替你妈，多照顾照顾

家吧。

宋纪元只得又回家了，若有所失亦

无可奈何。遭到拒绝，他并不生气。他

知道，这拒绝实际上是另一种爱，是“道

是无情却有情”。他要求当志愿者是对

自己“不让爱我的人失望”理念的坚守；

村干部的拒绝，或许也是对他们“不让我

爱的人作难”信条的坚守吧。不由自主

地，他又想起了 2013 年那个悲喜交加的

夏天：几乎是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同

时，父亲查出患了尿毒症。他登时感到家

里天塌了，大学梦断了。走投无路之际。

父老乡亲们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村里还

帮助申请了政府救助，并破例给他爷爷、

奶奶安排了力所能及的工作，市总工会、

建设银行也倾情相助，终于使他跨入大

学之门……他心里清楚，村干部今天拒

绝他，还是在帮他、帮这个家：妈妈是公

交车司机，每天早出晚归，家中里里外外

都得靠他。可是，可是……父老乡亲帮

他那么多，关键时刻自己却毫无作为，他

不甘心啊！

疫情防控形势越来越严峻，终于，平

顶 山 的 公 交 车 也 停 开 了 。 妈 妈 的 暂 时

“失业”让宋纪元心情沉重的同时，也意

外地获得了“复出”的资本：家里有妈妈

顶着呢，我可以出征了……于是，元宵节

过后，他再次来到马庄村疫情防控卡点

请求当志愿者，并当场给村党支部书记

王淑芬打电话请战，终于如愿以偿。那

一刻，他幸福满满，激动得想哭。

志愿者工作看似简单，要做好却也

不易。像宣传防疫知识，引导居家隔离，

严控人员出入，做好信息登记，对流动

人员耐心劝返，帮助村民采买急需生活

用品，等等，虽说既琐碎又单调，宋纪元

却全身心去做，做得井井有条，做得有滋

有味。因为他觉得，他干的是一件很崇

高很神圣的事情，他心里升腾出一种仪

式感。

在日复一日的卡点执勤中，在简单

琐碎的重复中，细心的宋纪元也渐渐体

察到一些隐忧：很多学生尤其是高三的

学生，不能静下心来学习；一些有生意的

村民，急得团团转；不少老年人，因不能

聚集聊天而闷闷不乐……这些隐忧不能

听之任之啊。于是，征得村领导同意后，

他建了一个马庄村微信群，与村民们随

时拉家常、谈心事，并开通线上心理课

堂，进行分类心理疏导，使很多人渐渐消

除了焦躁情绪，恢复了平静生活，脸上有

了笑意。

天气在一天天变暖，疫情防控形势

在一天天向好。3 月 4 日，平顶山迎来了

连续 19 天无新增病例，连续 15 天无新增

疑 似 病 例 。 看 着 卫 健 委 的 最 新 疫 情 通

报，正在卡点执勤的宋纪元忍不住竖起

来大拇指。他意识到，随着居民区的逐

步解禁，他短暂的志愿者生涯也许很快

就会画上句号。他期待着这一天，也会

坚守到最后一天。他最感欣慰的是，他

建的马庄村微信群依然那么活跃。

“我的志愿服务活动也许就要结束

了，但是线上马庄村微信群将会一直存

在。想想自己回到西安交大后，还能经

常在这个群里和父老乡亲们交流，也是

一件很温暖的事情哦。”在微信聊天中，

宋纪元对我如是说。

马庄村的博士生志愿者

◎
娄
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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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新 春 伊 始 ，我 国 面

临 一 场 空 前 的 疫 情 危 机 ，新 冠

肺炎来势凶猛，席卷武汉，肆虐

荆楚，蔓延全国。这个春节，注

定不一样。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任。党中央一声令下，全国人民

在行动！全市人民在行动！鹰

城慈善在行动！

自市慈善总会 1 月 27 日发

出 抗 击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倡 议 后 ，

慈 善 总 会 的 值 班 电 话 响 个 不

停 ，工 作 人 员 的 手 机 更 是 应 接

不 暇 ，有 咨 询 的 ，有 捐 款 的 ，也

有要求捐物的。

众多企业爱心如潮。他们

共同的理念是：财富用于做事才

是最有价值的。从他们身上，我

们看到一种值得弘扬的精神。

鹰城是个充满爱心的城市，

疫情打乱了人们的生活，但激发

了 无 数 普 普 通 通 鹰 城 人 的 爱

心。81 岁的八矿退休职工罗德

义，捐出一月工资 3000 元；鲁山

县 81 岁的残疾老人雷更，自己行

动 不 便 ，托 人 捐 出 省 吃 俭 用 的

150 元；宝丰县燕秋文具店老板

代表其 74 岁的老母亲捐款 200

元 后 说 ，尽 管 我 们 是 个 小 个 体

户，也要尽绵薄之力为国分忧；

市区还有一位老人叫曾淑清，体

弱多病，平时没少受社会各界的

救 济 ，这 次 也 捐 出 节 约 下 来 的

200元……

郏县妇联原主席邢书梅和

其子姬国岭都是我在郏县工作

时认识的老朋友，邢书梅解放前

逃过荒、要过饭，解放后把两个

儿子送到部队保家卫国，他们家

曾被评为“全国最美家庭”。前

几年家遭不幸，国岭妻子身患重

病，救治期间负债累累，不少战

友 、同 学 、同 仁 纷 纷 解 囊 相 助 。

这次疫情发生后邢书梅坐立不

安，和儿子姬国岭商量分别捐出

3000 元和 2000 元工资用于抗击

疫情。

慈善的力量能让生命之火

生生不息。与那些爱心企业的

大 额 捐 款 相 比 ，这 些 钱 数 量 不

多 ，可 能 微 不 足 道 ，但 爱 心 可

贵。慈善不在于职业，不在于阶

层，也不在于物质多少，而在于

他们都有一颗感恩的心。慈善

不是捐了多少钱，而是在力所能

及的情况下帮助别人。善无大

小，量力而行。罗曼·罗兰曾经

说过：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

一切变成黑暗。像邢书梅、姬国

岭母子，罗德义、雷更老人，做人

做事，心怀感恩，他们懂得帮助

的不仅仅是别人，还有自己。慈

善之光，照亮了人的灵魂，也奉

献了自己的爱心。凡人善举更

暖人心!

慈 善不仅是一种爱心的奉

献，更是一种社会良知的体现。

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

众多企业家、成功人士纷纷投入

慈善事业中，越来越多的受助人

也更加理解慈善的意义。当全

社 会 的 慈 善 意 识 普 遍 增 强 时 ，

我们的社会将更加和谐，国家将

更加昌盛。慈善是人类社会中

最伟大最崇高的事业，当人们真

心实意去做慈善的任何事情时，

总能在其中找到幸福与快乐的

真谛。

抗击疫情，鹰城慈善人累，

但值得！

鹰城慈善爱心滋润

◎高德领

满园春色关不住 马进伟（鲁山） 摄

“快走啊！马上就要拜天地

了，咱妈不去就甭劝了！”老公一

边看着他弟弟远去的背影，一边

生气地冲我喊道。

儿子家办喜事，当娘的都不

去，那算个啥！村里人会咋说？

看看老公着急的样子，再看

看婆婆低着头故意不理会的样

子，我走也不是劝也不是，左右

为难，一急，醒了。原来是在做

梦！

已经是第二次梦到老公他

哥家操办喜事了。

晦气！我暗骂一声。好端

端的，人家哥家办哪门子喜事？

就是真办，他家人不着急，我瞎

急个啥！十几年前梦到老公他

姐无端去世得操办丧事，他们一

家子说说笑笑没事人似的，我却

急得活像热锅上的蚂蚁，结果没

几天我母亲得急病走了。从那

以后，我特别厌恶自己梦到红白

事，特别厌恶自己在别人家的事

里瞎着急。

我气恼地起身，掀起窗帘向

外看，天灰蒙蒙的，无声无息地

飘着细细的雨丝。唉，阴天！不

过即使阳光明媚又能怎样？因

新冠疫情肆虐，封城封村至今已

经一个多月了，天气再好，父亲

不还是无法进市医院看病吗！

今天农历二月初五，本该正

月二十三打的针已延宕了十一

天，一天一片的药也断五天了。

父亲在林州，我在舞钢，虽相隔

八百多里，我依然能清晰地听到

父亲体内癌细胞快速分裂爆开

的巨响，能清晰地看到癌细胞伸

着长长的藤蔓般粗壮的腕足缠

绕父亲咽喉的狰狞！我不敢想

象，一个七十九岁身患癌症的老

人的身体在无助地进行着怎样

的战斗……

冷风吹着雨丝飘进窗里，飘

在我淌泪的脸上。

八点了，虽是工作日，但小

区里依然空荡荡的，只有一两个

身穿蓝色工作服、扎着红围巾的

保洁阿姨在寂寞地忙碌着。向

南望去，东边是一高，西边是七

小，沿着宽阔的马路继续向南，

还有三小、一小、一中，再往南是

刘山，傍着刘山的是漾着春波的

石漫滩水库，是美丽的湖畔步行

街购物广场……但如今，本该书

声琅琅的教室悄然无声，本该丰

富多彩的黑板一片贫瘠，本该回

响着脚步声和欢笑声的刘山只

有春草寂寞地滋长着，就连购物

广场橱窗里千姿百态的衣服也

失去了赞叹的挑剔的贪婪的眼

神……

如今的它们，已断无热闹，

断无繁华，舞钢一片寂静，广袤

的神州大地一片寂静。

不对，广袤的神州大地正春

潮涌动！

这春潮，是从中央到地方各

级党委政府的精密部署、雷厉风

行，是从城市到乡村每个角落工

作人员的无私奉献、严防死守，

是神州大地所有群众的安心宅

家、积极配合；

这春潮，是钟南山李兰娟们

呕心沥血、刻苦攻坚，是白衣天

使们奋然逆行、无所畏惧，是爱

心人士慷慨解囊、火速支援；

这春潮，是执勤人员手中从

未放下的温度检测仪，是行人脸

上自觉佩戴的口罩；

这春潮，是线上课堂老师耐

心地讲解……

这春潮，正如林徽因所言：

“是爱，是希望，是人间四月天！”

可不是嘛，冬天来了，春天

还会远吗？更何况，今天已是阳

历 2 月 27 日，农历已交仲春，进

入了“八九”。今天的大地虽然

冷峻，空气虽然凝重，但隔着窗，

我能看见黄色的迎春花正热烈

地开放，柳树也蒙上了一层浅浅

的 绿 雾 ，再 过 几 天 ，就 是 惊 蛰 ，

“春雷响，万物生”。我知道，到

那时，久闭的家门一定会被那滚

滚春潮冲开，自由的空气一定会

迎面扑来，相隔的人们一定会亲

密相拥……

“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

的花一样，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

忧 愁 统 统 都 吹 散 ……”手 机 响

了！我跑过去，抓起来一看，是

父亲来电话了，接通后，没等我

说话，父亲快乐的声音已急切地

传来：“妞儿，别担心了，你弟问

了，村干部说，接上面通知，因为

这几天疫情控制得好，有特殊原

因的，拿上开的健康证明，就能

去市里看病了。你弟说了，他马

上去办，办好了就带我去打针、

取药啊！”

霎时 ，我 泪 流 满 面 。 握 着

手机，犹如攥着父亲的手，我不

禁 忘 情 地 喊 道 ：“ 好！好！爹！

等天暖和了，花开了，我带你出

去逛逛，你不知道啊，咱中国有

多美！”

讨 论 生 命 这 个 话 题 其 实 是 很 沉 重

的，因为有时候它多舛与脆弱得让人绝

望，而有时候它又绚丽与顽强得让人叹

服。我没有哲学家那样的认识高度，所

以无力从理论层面对它进行探究；但我

有凡人的日常所见所行，故而尚可罗列

一些生活片段与朋友们分享。

家里养了一盆玻璃翠，养好几年的

那种，葱茏茂盛、绿意盎然。玻璃翠是很

皮实的一种花卉，只需水大肥足，便能可

劲地往大里长。它的主干有小孩手腕那

么粗，枝丫迭代萌发，造出浑如绿伞般的

株形。它的叶子很少枯落，新旧叶子的

区别只在于颜色的深浅不同而已，更喜

人的是片片叶子俱是饱含水分，长得胖

乎乎的，真是应了它名字中的那个“翠”

字。我很喜欢这盆花，觉得它身上没有

骄、娇二气，可比之为花中的实诚汉子。

春来天气转暖，我便把它搬到了阳台上，

虽说经历了夏天的烈日暴晒、秋天的朔

风侵袭，它似乎全没当成一回事，依然是

茁 壮 乐 观 的 样 子 ，给 人 特 别 放 心 的 感

觉。不觉冬天已渐渐来临，忙碌之中又

听到了它的汁液有毒之类的话，客观和

主观（关键是主观）的双重原因，竟至把

它迟迟搁置在了阳台上。不期一场突如

其来的大雪，一下子把温度拉低了十来

摄氏度，雪霁天晴，玻璃翠已被生生冻死

了。它的枝干和叶子全部耷拉下来，委

顿在花盆的边缘，象征生命的绿色也变

成了暗黄，那些融化的雪水挂在叶子尖

上，像是流下了悲伤的眼泪。

一位搞养殖的伙计非要送我一条娃

娃鱼，推托不掉只好收下了。那鱼从头

到尾有二尺多长，很是健壮肥硕。它在

鱼缸里来来回回不停爬动，像是表达着

对这样的蜗居限制了它的自由的极大不

满。都说娃娃鱼喜阴，我便把它放在了

地下室里。闲下来有一次捉了它的脚蹼

察看，真的像具体而微的手掌一样，不禁

大大讶异于造物主的神奇。刚开始的时

候，心里总惦记着有这么一个生灵在，便

不忘时常去换换水，投些作为饵料的小

鱼小虾什么的。娃娃鱼似乎也慢慢适应

了这样的生活，捕食之外，往往是静静地

伏在缸底，只是两只漆黑如豆的眼睛总

是盯着门口的方向，像是企盼着与外面

的某种交流。然而时间一长终究还是懈

怠了，对它的照顾渐渐越来越少，缸水污

浊、食物不足几乎成了常态，它的生活环

境无疑也是越来越差了。可恨我依然熟

视无睹，任由这样的状况持续恶化。终

于有一天又进地下室时，我看到了至今

仍追悔莫及的一幕：娃娃鱼已经死去了，

它的头微微抬出水面，眼睛已发白，嘴却

半张着，像是在控诉着这个世界对它的

不公与苛待。

初冬的一天，我风尘仆仆地出差回

来，进门就见客厅里一片狼藉，细问之

下，才知道这是孩子们打闹嬉戏的“案发

现场”。再往里走，又见一只花盆翻倒在

地，里面种的那棵麻叶海棠竟被齐腰折

断了。孩子们怕受批评隐匿不报，等此

刻我发现时，那海棠已在地上蔫蔫地躺

了两天。海棠本也不是什么奇花异草，

我把它捡起来便想往垃圾桶里丢。一瞥

之下见旁边有个闲置的花盆，于是临时

起意把它按到了土里，又浇了一碗水，就

又去忙别的了。一连好几天，海棠似乎

没有缓过劲儿的迹象，它的叶子慢慢变

黄、又慢慢脱落，只剩下一根丑陋的青茎

了。好在栽种时也没抱太大的希望，那

就任它自生自灭吧。然而一天又去给别

的花浇水时，却见它的茎顶悄然鼓起了

一个毛笔头状的小包，又过了几日，那小

包了便吐出了几片叶子，嫩生生、活泼泼

的，看上去很是喜人。此后它像暴发了

一样，攒着劲儿地伸枝展叶，很快就成了

繁茂的一蓬。接着它便生出了花苞，又

很快绽放开来，那花鲜艳欲滴，缀满了整

个植株，开得热闹且长久，简直把别的花

都比得黯然失色了。

我住在顶楼，故而便拥有了一个比

别的楼层高出一倍的楼梯间，再加上各

种管线都需要在这里收束，竟至造出了

一方适宜鸟儿栖息的小环境。春暖花开

时节，一双燕子也选中了这里，开始衔泥

筑巢了。巢成之后是孵卵，没过多久，便

有两只雏鸟破壳而出。上下班经过楼梯

间，常听见雏鸟唧唧的鸣叫声，也常看见

它们父母捉虫喂食的忙碌身影，这些都

给枯燥的生活平添了不少生气。有一天

早上又经过这里，吃惊地发现一只雏鸟

跌落在了地上，那无力扇动着的翅膀、那

低弱的哀鸣，都让人顿生怜悯之心。我

小心地把它捧起来放到窗台上，想着它

的父母也许会在这里继续喂养它吧。然

而中午回来，却见它垂着脑袋，似乎更弱

了。可那高高的鸟巢和光溜溜的墙壁，

确实让我有点无计可施。好在“办法总

比困难多”，我找来了一根长长的竹竿，

又把一个羽毛球拍绑在竹竿一端，再把

雏鸟放在球拍上，几经试探与比量，这才

满头大汗地把它送进了巢中。此后雏鸟

就慢慢长大了，它们终于可以站在巢边

了，可以飞下窗台了，可以落在电线上轻

盈摇曳了。

回忆昔日的这些片段，也反思彼时

的心境：当玻璃翠骤然枯萎时、当娃娃鱼

溘然死去时，我的心情是自责和哀伤的；

当海棠灿然怒放时、当燕子翩然高飞时，

我的心情是自得和愉悦的。我们不唱高

调，只为着自己内心的笃定与安然，请朋

友们一定要尊重生命、呵护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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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消逝与拯救

人间四月天
◎刘俊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