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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家庭主“夫”的自白 我的名字叫罗斯

开学第一天，教授在做了自
我介绍之后，问我们同学之间还
有谁不认识。就在我站起来四下
查看时，一只温柔的手拍在我的
肩膀上。

我回头一看，发现是一个满
脸皱纹的娇小老太太在朝我微
笑。尽管她年事已高，可她看上去
非常阳光。

“你好，帅小伙，我叫罗斯，今
年 8 7岁。我可以与你拥抱一下
吗？”她问。

我朝她笑了笑，热情地回答
道，“当然可以！”于是，她给了我
一个紧紧的拥抱。

“您都这么高龄了，怎么还想
上大学？”我不解地问道。

她打趣地回答说，“我是来找
一个有钱的丈夫的，然后与他结
婚生子……”大家都哈哈大笑。

下课后，我们一起走向学生
会大楼去喝巧克力奶，许多同学
很快和罗斯成了朋友。我很好奇，
是什么使她在如此高龄还来挑战
自己？

“我一直想受到大学教育，现
在我终于如愿了！”她说。

接下来的三个月，我们每天
都一起离开课堂，路上我们总是
有说不完的话。我很喜欢听这个

“时间机器”的故事，她也乐意与
我分享她的智慧和经验。

在校园里，罗斯成了大家的
偶像。不管她走到哪里，都能很容
易交到朋友。她爱打扮，总想引起
别人的注意。看得出，她很开心。

在学期结束时，我们邀请罗
斯在我们的聚会上讲话。她在被
介绍之后，精神饱满地登上了演
讲台。就在她开始演讲时，她把
事先准备好的几张卡片扔到了
地上。

她有点尴尬地靠近麦克风，

“对不起，我很紧张，我戒啤酒了，
而威士忌又要我的命！我讲话总
是语无伦次，所以，我就想起什么
讲什么吧！”

就在我们笑她时，她清了清
嗓子开始了演讲。“我们不能因为
老了就停止玩耍。人一旦停止玩
耍，就会真正变老。”

“要想保持年轻，有四个秘
诀。这就是，要开心地实现愿望、
要笑对人生、每天要发现幽默、生
活要有梦想。没有了梦想，人活着
也就没有了意义，那与死了还有
什么两样？我们身边有很多活着
的死者，只是他们不知道而已！”

“人变老与成长是有很大区
别的。”

“如果你今年19岁，在床上躺
一年，什么事都不做，你会变成20

岁。我今年87岁，在床上躺一年，
什么也不做，我将变成88岁。”

“每个人都会变老，但变老不
需要才能。成长则不同，成长是在
寻找变化的机会。人来一世，千万
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

“老者通常对他们所做过的
事情不留遗憾，但不做倒会留下
遗憾。害怕死的人都是那些有遗
憾的人。”

她以一首《玫瑰花之歌》结束
她的演讲。

她要求我们每个人都把歌词
记住，并在日常生活中践行。年
终，罗斯结束了她的大学生活。可
刚毕业一个星期，她就在睡梦中
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为了表示对这位给大家做出
榜样、活到老学到老、令人惊奇的
女人的敬意，2000多名学生出席
了她的葬礼。

罗斯的故事告诉我们，人老
是自然规律，但年老的日子怎么
过却是可以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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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点15分，闹钟响了。我把被
子往上拉，想拖延一下时间，而
这时我的太太已经在淋浴间冲
澡了。但是我能拖延的时间是有
限的，我马上就得起床。我要照
料儿子穿衣起床，给女儿准备早
餐，为太太制作一份袋装午餐。
七点整，我要和太太相拥道别，
不过去上班的是她，留在家里的
是我。

四年来，我一直是这样一个
家庭主“夫”。这不是我想要的生
活，我也不是一直都觉得这是一
件值得夸耀的事情。

四年前，我是一家广播电台
的音乐指挥和晚间播音员，太太
切丽尔则是一家效益非常好的
大公司的白领。她上班的时间是
白天，我上班的时间却是夜晚。
我的儿子约瑟夫八岁，女儿简娜
瓦还很小，所以我们请了一个保
姆。那段日子里，我们夫妻俩总
是刚一见面就要分开，很少有共
同度过的时光。可是没有办法，
我们都热爱自己的工作，谁也不
愿意为家庭做出让步。

不久，保姆辞职了。这就难
为了我们，在我们这个地方，找
一个老板容易，找一个保姆却难
上加难。起初我还没把这当一回
事，我想自己白天在家，可以腾
出一些时间照顾孩子和家务，需
要休息或有事时，也可以将孩子
交给奶奶和朋友们临时看顾一
下。然而，时间一长，就感到吃力
了，觉得难以维持下去。

我和太太就此事讨论过好
几次。讨论的结果是我们两人中
必须有一个人留在家里做专职
家庭主妇(夫)，问题是谁？考虑到
收入因素，答案就很清楚了。切
丽尔的收入比我高得多，她的工

资可保证我们一家四口度日，而
光靠我的工资却做不到。

我对自己要做家庭主“夫”
既激动又担心。别人会怎么想？
我就此请教了我的一个朋友。

“我巴不得自己也是一个专职先
生呢。”他说。我又请教了牧师，

“很好嘛！”牧师说。
尽管别人的意见出乎意料

地一致，但我还是犹豫不定。尽
管如此，这一变化还是平稳地实
现了。家务事被安排得井井有条，
孩子们也得到了很好的照顾。我
虽然没了工资，但也省了汽油费、
保姆费。切丽尔也可以安心工作，
职位提升了，工资也提高了。我也
有时间为社区做一些公益工作，
比如做我们教堂的童子军节目的
导演，或者到社区剧院参加演出。

但我仍然隐隐因为自尊心受
到伤害而痛苦。当别人问我干什
么工作的时候，我会吞吞吐吐地
说，“我是广播作品的自由撰稿
人”之类的话。虽然我没有说谎，
但显然没有把真话全说出来。

我开始对太太感到不满。虽
然切丽尔可谓贤妻良母，晚上下
班回到家总是抢着洗衣、做饭、
照顾孩子，周末则跟我们搞一些
郊游之类的活动，但是，当我眼
看她的事业越来越好，而我却呆
在家里刷碗洗盘子，心里总有一
股怨气。见我不快活，她就建议
我还去工作。

“那孩子怎么办？”我说。一
边是喜爱的工作，一边是心爱的
孩子，我真是两难了。

一天我从电视上看到一则
新闻，说两个小女孩在家门口被
人诱拐后残害致死，我的心一
揪，目光立刻找寻我的孩子。三
岁的简娜瓦坐在地板上搭积木，

我把她抱起来，紧紧地搂着她。
那天下午，我早早坐在门

口，一直到看见儿子从校车上走
下来。我突然想，如果我在外面
上班，我就不会在这儿接儿子，
也不会在那个时刻拥抱我的女
儿。

我走回屋子，给儿子做了一
份快餐。我心里还不住地在想，
如果我在外面上班，我就见不到
女儿学习走路迈出的第一步，见
不到儿子在小足球队里第一次
踢球，也不可能在儿子放学后带
他去图书馆。

我明白了，我其实就是在工
作，我也是为家人的生计尽力，
这就是我的工作。我看着孩子们
一天天长大并为他们的成长尽
我的一份力。也许有一天我还会
在电台干我喜爱的工作，但现在
这就是我的工作。

如今，当有人问我干什么工
作时，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家
庭主夫。”

错 了

就 改

●12月21日A18版《无
罪判决书神秘“失踪”两年》
第六段：“ 2 0 0 9 年 1 1 月 1 2

日……一份编号为(2008)冀
刑四终字第142号的终身判
决 书 最 终‘ 诞 生 ’了 ”，

“(2008)”应为“(2009)”。
●12月21日A23版《四

十岁没有火花只有爱》第五
段：“让人感概的不只是时光
的流逝”，“感概”应为“感
慨”。

●12月22日A8版《黄福
昌：守护 10万矿工安全》按
语“最终克服薄煤层机械化
开采之一世界性难题”，“之
一”应为“这一”。

●12月23日B7版《圣诞
老人的外套》倒四行：“我回
到卡车上，丹说：你您像也得
了一件礼物哦”。根据文意，

“你您像”应为“你好像”。
●12月24日A13版《王

汝恒功过参半》第一段：“在
天津队主教练郭舰眼里”，

“郭舰”应为“张舰”。
●12月24日A14版《黑

金：贪腐官员的小金库》第二
段“国务院经贸委”应为“国
家经贸委”。

●12月25日B6版《足协
官员作恶，一路畅通无阻》最
后一段：“确保赛场安全，那
就是暗示裁判要偏袒客队”，
根据文义，“客队”应为“主
队”。

(感谢读者潘京华、靳淑
红、朱永胜、陈立新的批评指
正)

天价猪肉不可信

12月20日A19版《两家民企的
养猪“淘金记”》“专养1800元/斤的
高端猪”部分说：“我们正按客户
要求，着手推进极品猪养殖项目，
出栏后每头猪的肉价定在1800元/

斤。”每斤1800元，大部分读者都大
感意外。且文中最后一段说：“目
前，莱芜黑猪里脊肉的价格达到
了168元/斤。”虽然是“世界独一无
二的猪”，但如此天价仍让人觉得
不可思议。 读者 刘允辉

经介绍，1800元每斤的猪，是
专门面向私人的订单式养猪营销
模式。一头猪出生后即有标准身份
信息，每头猪由一人专门喂养看
护，一猪一舍，配有游泳池、空调、
立体音响等，每天猪需要做按摩、
听音乐，猪槽一餐一洗一消毒，喂
养天然苜蓿、有机胡萝卜和南瓜，
喝矿泉水。“极品猪”项目共有1000

头生猪规模，目前已经被全部订
购，特说明。 记者 杨传
忠

图文不符

12月20日A14版《两岁男童
母亲怀中被抢走》图文不符。图
中民警抱着孩子，张先生双手拿
着锦旗，图下文字却是“看到被
救回的儿子，张先生流着泪从民
警手中接过，一把抱在怀里”，把
图文改为“看到被救回的儿子，
张先生激动得流下了热泪”就好
了。 读者 胡安东

受版面限制选了一张最好
的图，但图片说明没能准确表达
所需要传递的信息，民警和孩子
父亲的身份也没有注明，引起了
读者误解，特表歉意。

编辑 刘海鹏

地点错了

12月 23日头版《千里送菜
路》，根据文中说明，图表中青州
(起点)应为寿光。读者 潘京华

菜车从寿光出发，从青州上
高速，图上表示的是高速路起
点。感谢读者关注。

记者 李涛

23日早上八点，还在银
川到北京的火车上，一位大
学同学给我发来一条信息：

“全省人民这次记住你了”。
紧接着，同学、朋友的短信、
电话一个接一个。这次跟着
运菜车从寿光到银川行程
1500公里，采写的稿子不仅
见了报，我和同事的照片也
上了报纸。当时的第一反应
就是：这一遭没白跑。

一开始接到这个任务
时有点手足无措。毕竟自己
是一名新记者，直到临出发
时，采访思路还没有理出个
头绪。好在领导和编辑及时
联系，不断地沟通交流，也
就逐渐明确了采访思路。19

日晚上到达银川，20日一早
就到批发市场采访，下午开
始写稿子，一直写到深夜十
二点多；第二天凌晨四点起
床继续写，写到上午九点。

这次采访很多细节是
无意中发现的。山东菜受欢
迎，就是在和一位山东批发
商聊天中捕捉到的。蔬菜商
毛建琼问丈夫胡子的稿件，
也是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当
时毛建琼看我的采访本，看
到关于她丈夫付尚军的相
关采访时，就问起丈夫的情
况，他们夫妻“一年只能团
聚一次”的生活状态由此浮
出水面。

之前总认为贩菜和跑
运输的都很赚钱，而且赚钱
很容易，打几个电话、转几
下方向盘，钱就到手了。这
次宁夏之行，从田间到菜市
场，一路跟踪，切身体会到
了其中的辛酸与无奈。今年

52岁的李德强师傅跑运输
20年了，像他这个年龄，儿
女都已成家还有了外孙，本
应在家享受天伦之乐。但李
师傅却奔波在全国各地，吃
在车上、睡在车上，有时一
天只能吃一顿饭。明白人都
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子
女。

毛建琼的故事让我感
触颇深。为了赚钱养家，这
家成都人一个在银川，一个
在山东。他们的两个孩子一
个跟着母亲在银川上学，一
个跟着父亲在寿光读书，兄
弟两个一年也见不上几次
面；而做生意起早贪黑，他
们陪伴孩子的时间也并不
多。付尚军跟我说的一句话
让我记忆犹新：“年轻不多
干点，等到老了之后想干也
干不动了。”

做蔬菜生意可以用三
个字描述：脏、累、苦。现在

银川的气温是零下十几摄
氏度，每天早上三四点钟就
得到市场进行交易。装车、
卸车都是体力活，一阵忙碌
过后，衣服很快就会被汗水
湿透，寒风一吹，刺骨的凉，
泥土、灰尘早已将衣服弄
脏。他们的早饭基本上都是
工作数小时之后才吃而且
十分简单。

人工费、包装费、运输
费、市场管理费、货位租赁
费……面对各种费用，商贩
们心中有道不尽的辛酸。总
以为大宗批发说多少钱就
是多少钱，事实上在蔬菜批
发市场也可以讨价还价。买
主货比三家，你的价格高，
我就可以不要你的，因为还
有很多蔬菜批发商等着。每
到此时，有的人不得不以低
于收购价的价格出手。有时
候一车蔬菜需要四五天才
能卖完，其间的亏损只能自

己承担。
当然，肯定也有赚钱的

时候，而且赚钱的时候总会
多于赔本的时候，但是，菜
贩们含辛茹苦日夜操劳，这
血汗钱赚得多么不容易！

还未出发，站上领导就
提醒我们注意安全，并让财
务准备好了出行费用。总部
领导和编辑也纷纷打来电
话并给我们购买了保险。后
方时时打电话询问行程，沟
通采访进程。同事还帮忙了
解天气状况，给我们提供建
议。一次采访，还未出行心
已暖。在此，向关心和支持
我们的同事致敬！

尽管返程途中又坐了
十三个小时的硬座火车，一
路难以合眼。但此次采访报
道，让自己学会了很多东
西，也了解到了各个行业的
不容易，体会到了集体的温
暖。 本报记者 李涛

来信 读者评报欢迎投稿：qlwbdz@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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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菜，这一路走得值

晚报记者随运菜车不辞辛苦，行走千里，让读者了解了运菜人的不易，心中感慨万
千。以前，我们只知道去买菜时千挑万选，把蔬菜翻上翻下，看到卖菜人心痛的样子都无
所谓，真不知运菜人和卖菜人还有这么多的辛勤付出。看完连续报道的《千里送菜路》
后，真是感到内心羞愧。希望大家以后在买菜时要体谅卖菜人的难处，尽可能互相照顾，
不要让他们再受到内心的伤害。 读者 刘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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