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地址：平顶山市建设路西段268号 印刷：平顶山日报社印刷厂(建设路东段平顶山日报社新址院内) 广告许可证：002 邮编：467002 零售价：每份1.5元
新闻中心 4973515 4973509 4973507 传真 4973573 摄影部4935472 广告部 4963338 房地产工作室4973518 发行部4965269 上期开印：1:50 印完：4:20

A16 副刊 2021.12.17 星期五 编辑 朱碧琼 校对 祝东阳 E-mail：wbfk@pdsxw.com

高鹏飞和许春梅是大学同学，一个是学生
会主席，一个是文体部委员。两人相互爱慕，在
学校就建立了恋爱关系。毕业后，两人决定留
在省城打拼，不料赶上了最难就业季，投了不少
简历都石沉大海。

高鹏飞的父母是纺织厂退休工人，许春梅
的父母都是农民，两人都拼不了爹，但生活还要
往下走。高鹏飞的父母，把单位分的福利房装
修一下给儿子当了婚房，老两口搬回乡下了。
小两口结婚后，不想啃老，打算自谋职业，但手
里又没有本钱，干啥呢？高鹏飞说，不如去送外
卖，咱有的是力气，也不用啥本钱。许春梅说，
干这也中，比在家大眼瞪小眼强。不过，读了四
年的计算机专业没用上，怪可惜。高鹏飞说，走
一步说一步，骑不了马，先弄个驴骑一骑。

高鹏飞去市里一家外卖公司报了名，到那
里一打听，送外卖的大学生有好几个，不稀罕，
他这才稍稍放了心。送外卖，不光要身体好，电
动车骑得好，关键要熟悉饭店地址、市区道路、
小区位置，这对高鹏飞来说，比学抄代码、编程
序简单多了。由于肯用心，不怕风吹雨打，他很
快成了公司的送餐快手，一天下来能跑几十单，
一个月能有六七千块收入。小两口的生活逐渐
安定下来，有了自己的儿子，许春梅就在家照看
孩子、整理家务，小日子清贫却快乐。

高鹏飞送外卖送得更起劲了，别人不愿跑
的单子他也愿意接。但他也有顾虑，怕遇见老
乡和同学。有回接了一个单子，电话号码很熟
悉，怀疑是同学叫的外卖。他犹豫了一下，还是
去了。他戴着口罩和墨镜，一开门，果然是大学
同学。他撇起了普通话，同学竟然没认出他。
他快步跑下楼，紧张又兴奋，像是打了大胜仗，
回到家，破例喝了一瓶啤酒。妻子问他有啥高
兴事，他说，你猜。妻子说捡钱了。他说遇见老
同学了，没认出他来，因为他说了普通话，很标
准。许春梅听着听着，脸上就挂上了泪珠。她
安慰丈夫说，咱不难受，送快递和抄代码没啥贵
贱之分，只要咱淌的汗是干净的，都值得点赞。

孩子大了，许春梅把儿子送给乡下的父母
照看，自己外出打工，干了几家私有公司都不如
意。一咬牙，她自己创业，租了间房子，摆个菜
摊。她每天三点就起床，开着小皮卡，到批发市
场进货。她货比三家，只卖精品菜，卖的萝卜、
白菜、黄瓜、西红柿都鲜亮干净，价格公道，从不
缺斤短两，很快就有了回头客。

买菜的多是老头、老太，许春梅都大爷、大妈
的称呼着。大爷大妈们喜欢搞扒皮政策，白菜要
扒皮，葱蒜也要扒皮，许春梅并不制止。时间一
久，这个菜摊的老板好说话的名声就传出去了，
买菜的人越来越多。许春梅就叫来爹娘帮忙，
每天收摊一算账，除去成本，能收入三百块。

社区的工作人员知道了他们的事情，就把高
鹏飞和许春梅评上了不等不靠、自谋生计的先进
大学生，每人奖励了一千元。社区的黄主任问高
鹏飞，咋就想起了送外卖和摆菜摊的活儿。高鹏
飞说，找不到好活儿，就弄个赖活儿干，人有两只
手，干啥也饿不死。黄主任听了，竖起了大拇指。

生活就这样忙忙碌碌地过着每一天。夜深
人静时，高鹏飞和许春梅回想起大学生活，心里
又翻腾起来，怎么就当起了贩夫走卒呢？高鹏
飞打趣妻子是十字坡上的孙二娘，许春梅打趣
丈夫是江州城里的神行太保戴宗。这时小夫妻
都感到了一些快乐，但这快乐又伴随着丝丝悲
凉。高鹏飞说出了心中的梦想，他想考研。许
春玲说，也想考研。但他们又放不下送外卖和
摆菜摊，那是他们的衣食来源呀。于是他们就
商定，该送外卖还送外卖，该摆菜摊还摆菜摊，
利用休息时间复习功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从此，高鹏飞送外卖的路上，哼起了小曲
《我们走在大路上》，许春梅的小菜摊上，也不时
响起歌声《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送外卖与摆菜摊
◎侯国平（河南平顶山）

前几日，跟女儿一起逛街，忽然间，
一股烤红薯的香味飘来。女儿深吸一
口气：“好香啊，老妈，咱们吃红薯吧！”

抬眼望去，不远处，有一个卖红薯
的摊位，摊主是位年轻女性，马尾高高
扎起，露出光洁的额头和一双会说话的
大眼睛；炉灶擦拭得干干净净，烤好的
红薯码得整整齐齐。见我们走来，她亮
起脆生生的嗓音：“热乎乎的蜜薯，香甜
好吃哟！”快步走近一看，我愣住了：姑
娘腋下架着双拐，一条裤管空荡荡的。

“阿姨，要多少？”姑娘热情地招呼
着，见我还在发愣，女儿捡了两个最大的
烤蜜薯放进秤盘里。姑娘麻利地称重，
秤杆高高翘起：“三斤二两，算你三斤，一
斤四块五，三五十五，三四十二，十三块
五，五毛舍去，您给十三块吧！”哇，连算
账都这么麻利。女儿将十五块钱递过
去，表示不用找零了，姑娘坚持找回两元。

见旁边顾客不多，我们就站在那里
吃烤红薯，姑娘变魔术般递过两个小凳
子。见我欲言又止，姑娘爽朗地笑笑：

“没关系，你随便问。”“你……怎么造成
的呢？”“小时候自己玩耍，不小心跑马
路上了。”“你埋怨父母吗？”姑娘爽朗地
笑了：“怨啥，他们忙，顾不上。现在已
经习惯了。”“你这样子，政府应该有补
贴吧？”“我有手有脚的，干吗要补助！”
说着姑娘又笑起来，拍拍那空荡荡的裤
管：“虽然只有一条腿，可我还有两只
手，自己劳动赚钱，踏实。”“生意不错
吧？”“还好，全靠周围的伯伯阿姨们照
顾，收入也说得过去，不贪多，够花了。”

在旁边带孙子的老奶奶接上话了：
“这孩子心眼儿好，从不缺斤短两，大家
都愿意买她的。”姑娘拄着拐过去给阿
姨的孙子送一个蜜薯，老奶奶要给钱，
姑娘说啥也不接。

又有顾客过来，我们悄悄离开了。
没走多远，姑娘的声音就传过来了：“阿
姨，欢迎下次再来啊！”附赠一个甜美的
微笑。

姑娘真美！尽管身体有恙，但她不
委屈，不抱怨，乐观向上，凭自己劳动吃
饭，不给家庭、社会、政府添麻烦。

后来，再去那里，发现姑娘的生意
又拓展了，除了烤蜜薯外，还经营板栗
和花生，板栗是糖炒的，花生是用各种
调料煮成的。远远就听见姑娘那百灵
鸟般的声音：“烤蜜薯甜糯，板栗香甜，
花生吃一颗回味无穷啊！”

“这姑娘，自食其力，真了不起！”旁
边有人过来，听见我的自言自语，接着
说道：“岂止是自食其力，7·20郑州洪
灾，她还捐了1500元呢！”这让我愈发敬
佩，1500元对一般人来说不算啥，但对
这个姑娘来说，实属不易。

战争年代，冲锋陷阵、杀敌报国的
是英雄；和平年代，遵纪守法、忘我工作
的是英雄。即使身有残疾，也不等靠
要，而是用辛勤双手和智慧，创造美好
的生活，同时尽己之力帮助别人、回馈
社会，当然也是英雄。

烤蜜薯的姑娘
◎刘勤（河南平顶山）

我的老家出柿子。成熟季节，满山、满
坡、沟壑里的柿林，就像晚霞飘落，火一样把
大山点亮，小村也就变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
油画。柿子个大皮薄，形状似心，故称牛心柿
子。咬一口，甜掉牙。

今年因为疫情，柿子卖得不好。听说后，
我就拉了一后备厢回来。把那些品相好的，
送给了亲朋好友和同事，有些涩的，就顺着家
里的暖气片码好，慢慢煨着。柿子这东西，遇
热，熟得很快。

早年，老家都烧地火。垒灶台时，都在炉
腔旁边埋个瓦罐，有的还在两者之间留个小
通道，这样，瓦罐里的水，始终是热的，但不
沸，所以叫温罐。温罐里常年有水，冬天洗菜
刷锅，十分方便。小时候，就把涩柿子焐在温
罐里，放学回来，翻一翻，捏一捏，看哪个软
了，哪个红了。要不了多久，就能闷出一个红
彤彤的脸来。

冬天，围着火炉吃柿子，已甜得开心。如
果能碰上大人们喝酒，那简直就是过小年了。
我们那儿，滴水成冰，家家的房檐下，都挂着长
长的冰溜子，有的都被烟囱熏成了淡黄色，依
旧顽强地挂在那里。冰天雪地，啥也干不了。

我们那儿，讲究喝温酒，尤其是冬天，把
锡壶浸在温罐里，从头喝到尾，都是热气腾腾
的。我爷爷说，温酒，一是暖胃，二是有人情
味。“红泥小火炉，能饮一杯无。”是不是在人
心中温暖了千年？温酒话天涯，说的不还是
世道人情嘛。温暖就是人情。人情如果没有
了温暖，那比房檐下的冰溜子要冷的多。

我们小孩，最喜欢看大人喝酒。因为他
们一喝酒，天南海北，三皇五帝，狐妖神怪，云
天雾地，我们可以听故事。这时，我们再无法
无天，也不会遭到呵斥。最关键的是，他们的
酒还没怎么喝，下酒菜早已把我们的腮帮子
都撑得鼓鼓囊囊了。他们不但不气恼，反而
指着我们的腮帮子，哈哈大笑。干喝，他们依
旧是乐呵呵的。

喝酒聊天，少不了家长里短。每每谈及
谁家遇上了点事，谁家有了病人，谁家孩子还
没交学费等等，都会引来大家一阵叹息。第
二天，准有人登门，有送棉衣的，有送鸡蛋的，
也有送钱的。那时都穷，各家能拿出来的都
不多，但集中在一起，还是能救一时之急。应
了我们老家的那句俗语：“只要有火，温罐就
不会凉着。”

隆隆寒冬，大雪弥漫，山峦河流，都罩在
蒙蒙的雪雾之中。小村庄里，总有几扇窗户
热气缭绕，玻璃上挂着热腾腾的水珠子。大
家聚在一起，聊着，笑着，脸色像熟透的柿子，
红彤彤的。

堆在散热片周围的柿子，一点点泛红
了。那红，起初是一小片，淡淡的；慢慢地，颜
色变深，面积变大，向四周晕染开去。一天，
妻子拿起一个，红彤彤的，稀软，她揭掉皮，吮
了一口，眼睛眯成一条缝。我问咋啦？她停
了片刻，睁开眼睛说，真甜！

我检查了一下，里面的差不多了，堆在外
层的还不行，芯还是硬的，就调整了一下。又
过了些天，慢慢地，都红了起来。

那红红的一堆柿子，真像一团燃烧的火，
非常亮眼，看上去就很温暖。我随手拍了张
照片发到了朋友圈，不少人点赞，还有人转
发，并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传递温暖”。

隆冬的柿子
◎郭德诚（河南洛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