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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妹生了二宝之后，一时没
找到合适的工作，就利用家住老
街的优势，在自家胡同口摆起了
地摊，卖些瓜子之类的零食。我
知道她忙，有时下班后就过去帮
一把。

那天傍晚，我又帮表妹守摊，
一对七十多岁的夫妻走过来，他
们停在摊位前，大爷伸手抓起一
把瓜子磕起来。虽然平时也经常
有顾客要品尝后才买，但多数只
是挑不同口味的瓜子捏几个尝尝
而已，这位大爷的试吃可真是与
众不同，大把抓不说，还不断换花
样吃。我一看就急了，表妹带着
孩子做这点小生意容易吗？哪有
这样蹭吃的？我正要阻止，表妹
拉住了我，小声说：“先别急，等
一等再说。”

这时，跟在大爷身后的大妈
伸手指了指老爷子的头，小声说：

“他身体不好，脑袋也不好使了，
你们放心，我会买的。”说着，大
妈拿起塑料袋装了一兜瓜子让我
们称，还主动说要多付半斤的
钱。表妹动作麻利地帮大妈称好
瓜子，笑着小声说：“没事的，谁
都有老的时候，就当我请大爷品
尝了。”她没有多收一分钱，大妈
连连道谢，拉着老伴儿慢慢走远
了。

那天我回到家，进屋就看到
沙发上丢着一堆玩具，女儿的存
钱罐也打开了，零钱散落一地。
我正想发火，忽然想起表妹那句

“等一等再说”，努力把火气压了
下去。这时，女儿从卧室跑出来，
手里还拿着一把零钱，对我甜甜
地笑着：“妈妈，再过几天就是你
的生日。刚才爸爸带我去楼下
超市买水果，我看到一个蓝色
的笔记本，是你最喜欢的颜色，
可漂亮啦！我要用自己的零钱
给你买……”好吧，我赶紧搂着女
儿道谢，暗暗庆幸自己刚才没有
把抱怨的话说出来，否则也太破
坏气氛了。

我家对门搬来一对年轻人，
可能是工作太忙，也可能是不喜
欢做饭，小夫妻俩经常叫外卖，门
口也常见垃圾。有一天早上，我
上班前把厨房垃圾放到门口，又
回屋里换衣服。这时，我听到楼
道里有动静，通过猫眼往外看，发
现对面的女主人竟然把她家的一
堆垃圾跟我刚才丢出去的垃圾放
到了一起，堆得老高。我瞬间就
被气炸了，招呼爱人也过来看，愤
愤不平地说：“没见过这么懒的邻
居，这也太自私了！还讲不讲理
了？”

说着，我就要冲出去，爱人急
忙拦住我：“别急啊，说不定是误
会。”说着，他又站在猫眼前看了
看，然后小声对我说：“你再来看
看！”我趴在那里一看，脸红了：
原来，这位女邻居不是偷懒想让
我帮她扔垃圾，而是回屋拿了一
个超大的袋子，把两家的垃圾装
到一起拎下楼去了！

三件生活中的小事，让我明
白了“等一等再说话”的妙处。

等一等再说话
◎张军霞（河北巨鹿）

南风送暖麦齐腰的时节，黄栗留
鸣桑葚美的时候，文友相携，去桑园采
摘桑葚，体验田园之美。

远远的，一片绿油油的桑田映入
眼帘，一垄垄，一行行，整齐地翻着喜
人的绿浪。近观，片片桑叶嫩绿透
亮。绿叶间，颗颗桑葚随风摇着小手，
让你经不住诱惑，三步并作两步飞奔
树下。

色彩斑斓千姿百态的桑葚果在枝
丫间若隐若现，或青白如玉般玲珑，或
鲜红似玛瑙般艳丽，或深紫如梦幻般
高贵，有的一颗果实竟然三色相间，分
外妖娆。正是“翠珠三变画难描，累累
珠满苞”。

同行的文友说：“摘桑葚要拣紫色
的，颜色越深越好吃，蹲下摘，下面成
熟的多。”迫不及待要采一颗品尝，谁
知，手刚碰到一颗紫色的桑葚，它便啪
的一声落到地上。心中惋惜，忙捡起
吹了吹，放入嘴里，一股酸酸甜甜的汁
液顺着舌尖润滑而下，霎时间，一缕清
甜融心田，滋滋润润，妙不可言。

在这里驻村的张红阳书记说，采
桑葚要一只手托着篮子接在桑葚果下
面，另一只手轻轻触碰桑葚果顶端的

蒂，果熟蒂落，自然落入篮中，既省劲
又不沾染手指。看来这摘桑葚果也是
需要技巧的啊。我如法一试，果然粒
粒熟透的桑葚落入篮中，不一会儿就
摘了满满一篮子。

文友们边摘边吃，个个赞不绝口，
相互看着对方，一个个哈哈大笑起
来。原来桑葚的汁液把大家的嘴唇全
都染成了红紫色。真是“味美酸甜饱
口腹，染得红唇沾紫晕”啊！

桑葚不仅是好吃的水果，还是滋
阴补血、生津润肠的良药，能够润肠通
便、补虚益气、降低血压。

和桑田的主人攀谈，主人喜上眉
梢，侃侃而谈。桑葚果一般五一开始
陆续成熟，采摘期能持续到五月底。
桑葚果的收入每亩3000元左右，除了
鲜果，其余的加工成桑果干或制成桑
葚酒，收入也相当可观。桑田里，络绎
不绝的游人在体验采摘，还有不少人
购买摘好的桑果，桑田主人的脸上乐
开了花。

“多亏了我们驻村第一书记张红
阳。他利用抖音、微信等平台帮我们
打开销路。这不，这几天游客们纷纷
前来采摘体验，不用发愁销路了！”

看着桑田里游客们欢喜而来，满
载而归，扭头再看看张红阳书记，心中
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为民情怀，酿就深深红紫；尝尽酸
甜，方知赤子之情。五月的养田，正是

“怡养心田”之“养田”。一片片桑叶随
风摇曳，一颗颗桑果随风摇摆。郁郁
葱葱的桑田里，绿叶红果，诗情画意，
硕果累累，欢声笑语。

桑园旁边是另一片樱桃园，鲜艳
如珠的樱桃红艳欲滴、光滑如玉、透亮
晶莹，别有一番情趣。更有草莓、麦田
携手大自然，满坡生机，一片盎然。

养得良田桑葚美，更携樱桃甜又
甜。正是有了乡村振兴的春风，有了
帮扶干部的辛勤付出，有了农人勤劳
的耕耘，桑田文化在这片古老的土地
上焕发着勃勃生机，不仅富了田地，也
富了群众，更富了山乡。

养得良田桑葚美 樱桃麦浪田园风
——陵头镇养田村采风小记

◎孙利芳（河南汝州）

儿时的记忆里，父亲的镰刀锋
利无比。

要麦收时，父亲便会挥舞着那
把歪把儿镰刀，在磨刀石上拼命地
磨，直到刀刃雪亮，在阳光下闪闪发
光。

父亲割麦子的姿势极标准。弓
腰、含胸、左脚前迈一小步，左手拢
起要割掉的麦子，右手握镰刀紧跟
而上，嚓嚓嚓，一片麦子便服帖地倒
下。看到这样的画面，我总觉得父
亲是在理发，手拨弄着柔顺的头发，
在剪刀的咔嚓声中，一缕缕碎发应
声而落。

父亲割麦子的速度惊人，他抡
起膀子一个人抵得过母亲和我再加
上堂哥。我将割麦子当作游戏，一
次也就割断三两根麦秆，用父亲的
话说就像剪眉毛，可堂哥是个半大
小伙子了，母亲也是干农活的熟手，
他们两个加起来还是远远落后于父
亲。

六月的天燥热，父亲身上的汗
下雨般地淌下来，我麦子割得少，汗
却没少流，衣服贴在身上像狗皮膏
药，顶着大太阳更不舒服。

我对父亲叫道：你耍赖！你割
麦子快是因为你的镰刀好！

是啊！那镰刀多像是一
把精致的武器，把儿歪歪的，

黢黑黢黑，刀
刃亮亮的，闪
着光！

父亲拗不过我，跟我换了镰
刀。我欢喜地握着把儿，却发现镰
刀怎么也不听使唤，根本没我的那
把顺手。我仔细端详，父亲的镰刀
原本不是歪把儿，只是用得久了，木
头把儿镶上了一个手印儿似的凹
沟，手握着就像端了一把盒子枪。

这把镰刀跟随父亲好多年了，
据说比我的年龄都大。那时候收麦
子全靠人工，镰刀就是最主要的工
具。麦子割下还要用车拉到麦场，
暴晒后用石磙碾压，最后扬场晒干
归仓，前前后后需要个把月。

六月的天小孩子的脸，说变就
变。下一场雨是小事，万一遇到冰
雹便是天灾，农民这一季算是白忙
活了。所以，抢收麦子是常有的事。

记得那年麦收时，傍晚从麦田
回来，我随便扒拉几口饭便睡下
了。隐约听几个乡亲跟父亲在院子
里唠嗑，说过两天要变天，似乎还夹
杂着父亲磨镰刀的声音。

第二天一早，母亲便叫醒了我，
说快去田里看看，你爹一大早就不
见人影，肯定割麦子去了。到了田
里一看我傻了眼，原本还有好几亩
的麦子现在全倒下了，可是没看到
父亲的身影。

就在我蹚着麦茬寻找父亲的时
候，突然听见打呼噜的声音，定睛一
看，父亲躺在一片麦秸上睡着了。
原来，得知要变天的消息，父亲坐不
住了，半夜便起身下地了，挥舞着那
把歪把儿镰刀在月光下割了一夜麦
子。

多少年过去了，如今的麦田里
到处是大型收割机，农民们再也不
用像以前那样辛苦了。然而父亲和
他的镰刀，以及那些往事却深深地
烙在我的心里。

父亲的歪把儿镰刀
◎陈来峰（河南新乡）

小满小满，物至于此，小得盈
满。第一次认识小满，或者说对中
国的节气产生概念是在大学，一个
室友的微信名叫“小满”，感觉有点
奇怪，便问了一下，她回答说“物至
于此，小得盈满”。

句子读起来朗朗上口，很有韵
律，自己一个人的时候经常默念。
当时以为是室友自己创作的句子，
甚为惊艳，后来一次读文章才发现，
原来说的是中国节气小满。从那时
起，便对小满有了不一样的滤镜。

中国二十四节气对应而设，有
小暑便有大暑，有小寒便有大寒，有
小雪便有大雪，独独小满后没有跟
大满，因为“满招损，谦受益”，大满
过满，小满刚刚好。人生也是如此，
不苛求十全十美，但是一直在追求
更好的自己，今天比昨天更好，明天
比今天更好，每日有小满足小收获，
便很好。

花未全开月未圆，半山微醉尽
余欢。何须多虑盈亏事，终归小满
胜万全。想到自己的工作，为获取
统计数据，不忘初心使命，常年行走
在田间地头，用沾满泥土的双脚，丈
量出工作的厚度。坐下来都是问
题，走出去都是办法。在用脚步探
寻问题的同时，也像小满的最初含
义一样，用经验和行动慢慢灌满自
己的内心，为芒种的到来奠基铺路、
积蓄力量。

希望未来可以有点满足，恰到
好处。

小满
◎梁婷婷（河南平顶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