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朋友小张在一家行政
单位上班，本可以朝九晚
五，但他每天延迟半小时
下班。有人不理解：自主
延迟半小时，单位又不给
加班费，有这个必要吗？
再说了，工作也不太忙，当
天没做完的事完全可以第
二天来做。还有人说风凉
话：小张加班是做个样子，
目的是讨好领导，让领导
觉得他努力上进。甚至有
人八卦：是不是夫妻关系
紧 张 ，他 下 班 后 不 愿 回
家？抑或是想逃避做家
事？当然，更多的人是看
在眼里，什么都没有说。

一次，我和小张一起
外出，在火车上聊到他延
迟半小时下班的事儿。言
谈间，小张极为自信地说：

“这半小时给了我极大的
好处。”原来，他利用每天
的这半个小时考了一个心
理咨询师证、一个社会工
作师证，目前正在准备司
法考试。钦佩之余，我问
他：“你考这些证大家都不
知道哟。不过，考这证有
什么用呢？又不是自己的
本行。”他笑着说：“考这些
证不是拿来炫耀的。学到
的东西是自己的，可以丰
富一下自己的生活。”

原来，小张通过考心

理咨询师证，“治”好了妻
子的洁癖，还帮助叛逆的
小外甥顺利度过了青春
期。考社工证，是因为他
喜欢带着妻子和儿子一起
参加周末公益活动。他学
习的社会工作师方面知识
派上了大用途——在别人
眼中，他是“智多星”式的
人；他人难以沟通的人和
事，小张总是很容易沟通
好。而现在备考律师证，
那是因为他觉得世事纷繁
复杂，多了解一些法律知
识，不但可以防身，还可能
帮助他人。

我再问：“家里人不反
对你每天晚下班吗？”

小张笑着说：“每天到
点下班时，路上很拥挤。
与其把时间堵在路上，不
如留在办公室。而且，妻
子是老师，每天也很忙，往
往也会稍晚一点下班，做
完每天必须完成的事。这
样一来，我俩每天到家都
是同步的。”

延迟半小时下班，是
一种生活态度，更是一种
积极成长的路径。很多时
候，坚持做一件事，无须过
多在意他人的目光或舌
头，以最合适的方式安排
好每天的24小时，便是你
所拥有的最值得的生活。

半小时的妙用
◎王玉初（江西湖口）

A8 副刊 2022.8.9 星期二 编辑 王会静 校对 刘克宁

本社地址：平顶山市建设路西段268号 邮编：467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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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3988715 广告许可证：002 零售价：每份1.5元
全媒体编委会办公室：4961924 新闻报料：4940000 广告刊登：4963338 发行服务：4965269 平报购时惠：8980198 上期开印：1：50 印完4：20

叶县仙台镇，唐时亦称仙
州。仙台，相传为东汉显宗时叶
令王乔成仙处。《元和郡县志·汝
州》记：“开元三年，于县（叶县）
置仙州，以汉时王乔于此得仙
也。”李白、苏轼、黄庭坚等都曾
留下了挽吊王乔的不朽诗篇。
仙台镇的“叶君祠”亦称“王公
祠”，是叶令王乔的墓地，为叶县
古八景之一。

中学时，乡土地理课上，孙
老师讲了“王乔飞凫”的故事，让
人心生敬仰。于是在一个秋风
萧瑟的周六，我回家时专门绕道
去了仙台。然而彼时的叶君祠
满目残垣断壁，几间大殿和厢房

椽折瓦漏，几通残断的石碑
胡乱地倒卧在山门两边，
院里隆起的一个硕大的
土堆即为叶令王乔墓。
四周静寂，有点悚然。我
绕碑察看，试图从模糊难

辨的碑文中估摸出两千年
前那个梦幻故事。
夕阳残照，衰草星星，寂寞

无聊的我怀着一种莫名的惆怅
离开了。

王乔为叶令期间，兴教化、
重农桑、通商衢、治邪恶，百姓安
居乐业。至于乔令何以葬于仙
台？《叶县志》记载：“天下玉棺于
堂前，吏人推排，终不摇动。乔
曰：‘天帝独召我耶！’乃沐浴服
饰，寝其中，盖便立覆。宿昔葬
于城东，土自成坟。其夕，县中
牛皆流汗喘乏，而人无知者。百
姓乃为立庙，号叶君祠。”

可喜的是，改革开放后，国
家重视历史文化古迹的保护，随
着“仙州遗址”被上级划定为文
物保护单位，王乔墓、叶君祠得
以恢复与修葺。

2006 年 7 月，我路过仙台
镇，又一次访谒了叶君祠。

此时，祠内青砖甬道，上首
三间外檐式的大殿高悬“德被黎
庶”的门额，殿里塑有王乔像，东
西山墙上悬挂着几幅关于“王乔
飞凫”的绘画，祠院里栽了郁郁
苍苍的翠柏，青柏掩映下的王乔
墓上绿叶茵茵，爬满青藤和野
花，给人一种深沉的历史凭吊
感。

昆水汤汤去，斯人已杳然。
王乔是叶县历史上的一位贤令，
自古至今受到人们的爱戴。如
今，叶君祠已经成为叶县历史文
化的一个标签。

访谒叶君祠
◎刘玉美（河南平顶山）

东挑西挑，阿东终于在
一个学院小区买了一套二
手房，这小区住的大都是大
学的老师，阿东虽不是知识
分子，却挺崇拜知识分子。

有了这套房子，阿东别
提多高兴了。从搬进新家
那天起，阿东每晚都要在夜
深人静时欣赏一阵轻音
乐。一则自己心情也舒畅
了，二则相信小区里那些知
识分子也不会说他太没文
化修养了。为进一步与知
识分子接轨，阿东两口子再
累都要每天都把自己打扮
得体才进出小区大门。

哪知，住进来没几天，
阿东两口子便发现不对劲
了。每天上下楼时，同单元
的邻居不是斜眼看着他们，
就是对他们指指戳戳的。
阿东两口不明白为什么。

有一天，阿东一人下楼
时，楼下一位老太太突然问
阿东：“小伙子，你们夫妻每
天晚上都吵架吗？”

阿东更是莫名其妙：
“没有啊！”

“不对吧，那晚上的音
乐声不是从你们家传出来
吗？”老太太不相信。

“我们家是在听音乐。”
阿东说。

“这就对了嘛，那还说
没吵架？”老太太意味深长
地说。

“可我们真没吵架呀！”
阿东以为老太太神经有问
题，不想理她，说完就走了。

可让阿东不解的是，后
来又有好几个邻居问他这
个同样的问题。阿东心里
困惑不已。

又有一天，阿东实在忍
不住了，便将心中的困惑向
小区的门卫老头说。门卫
老头笑了：“知识分子都很
爱面子……”

原来，这里的人家凡在
夜深人静时放音乐或者将
电视声音开得大的，就表示
那家一定在吵架，因为他们
是不会让吵架声传到别人
耳朵里的。

后来，阿东再也不敢在
夜深人静时听音乐了。

吵架
◎巴山（四川大竹）

我家的菜园向来是比较好的，说它
好，一在于土质的肥沃，二在于菜品的丰
富，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菜长着，啥时候
想吃了，顺手采一些就中，那口感是集市
上买的菜没法比的。

我家的菜园多是我打理的，妻子在
家时也管理，且是行家，因为姑姑家在张
良的菜区，她常去帮忙，就把那些知识学
到手了。后来她外出打工，常常和我视
频，定是要看看那菜园的，看了就说：“种
哩不赖，中。”还说：“咱家的菜不上化肥，
不打药，就是好吃。外头再主贵的菜，也
吃不出家里菜的味来。”我知道，她一半
是因为思乡的缘故，一半倒真的是家里
的菜与天地接着，自自然然的，有独特的
味道。

当然，谁家的菜园再齐全总有缺的，
比如，你家的萝卜白菜大葱韭菜都有，却
没有种芫荽生菜，那可不要紧，心一点也
不用慌，邻里见了面，还没有等你
说出来，就有人说：“我早都瞅见
了，到时候有你吃哩，怕啥？”你
也就说：“我知道您家没有围
葱，别去街上买，能吃多少，我给
您刨点就中了。”

中叔年近七十，菜园种得好，白
菜瓷，萝卜脆，韭菜嫩，黄瓜甜……儿女
们都在外工作，他和婶儿吃不了多少菜，
却种得齐全，他来给我送韭菜：“你这孩
儿，再让，我就生气了，你不是没有种
嘛！真是，一把菜了。”我一收，他就美得
要坐下来给我“喷一气”了，说菜园的地
有草，千万别打除草剂，得锄，锄了，地透
气，菜长哩怪，好吃。

慢慢地，村里村外的人种庄稼都在
使用除草剂了，一些人就在菜园的地边
上也喷了，草死得干净。人们见了面就
多了一个话题，都说这除草剂真厉害哩，
人省劲儿多了，再不用发愁草了。

忽一日，大家去菜园看时，就都惊呆
了，那要结的豆角全枯萎了，那些刚结的
番茄的“脸上”也长了斑，皱着眉，一动，
它们就掉下来了……人们都说奇怪了，
原来咱的菜园多中，现在一样的耕地，一
样的施肥，一样的下种，却不中了，这是
咋了？

我家菜园里的菜也不太景气，番茄
萎了不少，留下来的也长得慢。我对大
家说，这是大家不规范大量使用除草剂
的问题，菜都受害了。他们说，我们没有
打到菜上啊！就是打到庄稼地里、打到
草上了。

我说，菜跟人一样，也要呼吸，也要
有好的生态环境哩，滥用除草剂，连树都
死了，何况嫩津津的菜哩？除草剂的气
到处飘，菜吸到肚子里能好得了？

我们给菜浇了不少水，也喷了一些
葡萄糖之类的东西，菜多少有了点起
色。种的番茄照例送了一些给中叔他
们，但那一年，村里的菜园收获都不行，
大家也觉着那菜吃起来味道失了许多，
涩了不少。

菜 园
◎赵大民（河南鲁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