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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娘70岁仍“追星”
文/侯青

我是上世纪七十年代
出生的人，是唱着“学习雷
锋好榜样”长大的。那时老
师常拿雷锋日记里面的话
来教导我们，可以说，雷锋
精神和雷锋语录影响着我
的人生。

上学时，当我取得成绩
沾沾自喜时，老师用雷锋的
话教育我：“骄傲的人，其实
是无知的人。这些人好比是
一个瓶子装的水，一瓶子不
满，半瓶子晃荡，可是还晃
不出来。”是啊，我有什么可
值得骄傲的，我要做一瓶满
水，于是我戒燥戒傲虚心学
习，终于不负众望在全县的
数学竞赛中我取得了好成
绩，当老师让我向同学们介
绍学习经验时，我只说了一
句话：“一瓶不响，半瓶晃
荡”。

工作后，我时常抱怨
自已的工作环境不好，付
出多，收获少，时常过着紧
巴巴的日子，感觉生活不
如意。每次同学聚会，看到
大家不是公务员就是白领
或老板，而我每天却在工
厂里，与隆隆轰鸣的机器
相伴，心情极度低落。抱怨
命运不济，上天不公，那些
学习不如我好的人，发展
得都比我好。直到有天，我
陪父亲到乡下看望姑姑，
看到姑姑家的一幕，我才
彻底觉悟，觉得自己是多
么幸福。姑父瘫痪在床，表
哥年近四十还光棍一条，
还有一个傻子表妹，三间
破瓦房，一下雨四处漏水。
在这样的境况下，姑姑竟
然还能谈笑风生，她一面
烧火做饭，一面和我们拉
家常，一脸乐观的样子。姑
姑的幸福标准就是：全家
人无病无灾，填饱肚子，活
着就是最大的幸福。这时，
雷锋语录又在我耳畔响
起：“在工作上，要向积极
性最高的同志看齐，在生
活上，要向水平最低的同
志看齐。”于是我心情豁然
开朗，所有的积郁一下化
解，从此后，我学会了乐观
的生活态度，工作向上比，
生活向下比，越比越快乐。

每日里忙忙碌碌，总
感觉时间不够用，家里乱
得一团糟，没有时间学习
和写作。好友阿丽，每天和
我一样工作操持家务，不
但自学拿到了本科学历，
还坚持写作，在报刊杂志
上发表了很多作品。一次
和她谈起，她说虽然很忙
很累，每天像个陀螺一样
不停地转，但过得很充实
快乐，时间就如海绵里的
水，只要你肯挤，就能挤出
来。正如雷锋所言“有些人
说工作忙、没有时间学习。
我认为问题不在工作忙，
而在于你愿不愿意学习，
会不会挤时间”。当我在网
上和人聊天时、当我逛街
时、当我发呆时，时间已悄
悄从我指缝间溜走。我幡
然醒悟，不是没有时间，而
是时间让我这样一分一秒
地浪费掉了。

当我遇到困难挫折时，
常常会想起雷锋的话语：

“不经风雨，长不成大树，不
受百炼，难以成钢”。于是我
就振作起来，与困难作斗
争，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
虹？最终克服了一个个困
难，拨去云彩见晴天。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
成林”、“一滴水只有放进大
海里才能永远不干”、“对待
同志要象春天般的温暖”等
等，雷锋语录是人生最好的
励志格言，我把它作为我的
座右铭，时刻拿它来启迪自
已，激励自已。

感悟

雷锋语录
文/毛海红

我家隔壁住着一对收废品的
夫妇，操一口外地口音。与他们毗
邻，倒八辈子霉了，什么废纸、瓶瓶
罐罐都堆在过道里，很不环保。我
一直忍着没说什么，是觉得他们上
有老，下有小，就靠卖废品养活一
家子不容易。

我们夫妇在一家报社工作，天
天与报纸打交道，加之又喜欢买报
刊，家里自然有废纸。而隔壁两口
子是瞄准我们了，时常敲门问有废
纸卖吗，先生总是好脾气地说会给
他们留着的，或让他们将阳台角落
的废纸拿走。他们要过秤给钱，我
就摆手，主要嫌他们手脏，怕感染
细菌。有时他们送点干菜、水果过
来，我也一概谢绝。

一天，我在一个同事家玩，亲

眼看到她卖一次废纸，就换了一罐
液化气。我好像一下子觉悟了，心
想，脏什么脏？能换钱就好，以后我
也积攒废纸专门卖给走街串巷收
购废品的人，再不零零碎碎地给隔
壁了。

有次我给先生开门，隔壁的女
人又跟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个编织
袋，径直往阳台那堆废纸走去。我
忙说：“这些我都没清理的，不能
动。”女人只好说：“那等你清理好
了叫我啊！”后来，我把废纸卖给了
一个踩三轮车收购废品的人了，还
去超市换了一桶油。

不久，先生问我看到一单广
告发票吗，说能找的地方都找
了，就要去对方单位收款，急得
很。我说没看到。于是，我们在

家翻箱倒柜地寻找，这个丢了若
补一张交税都要好几千元。这
时，有人敲门，我开门一见又是
隔壁的女人，忙说没废纸，就把
门关了。谁知她又敲，这人怎么
这么不懂味？我再开门准备发火
时，她递过来一本存折，内夹一
张巴掌大的纸，问：“这个是你
们有用的吧，上面写着你男人的
名字……”我一看，心头一热，
这存折和发票怎么在她手上？忙
叫先生。结果问她，她说他们新
租了个门面，第一单生意就发现
是我们的报纸，一问那同行，才
知道是从我家收购来的，她在清
理分解时就特别仔细，然后发现
了这本存折，存折里还夹着这张
发票，怕我们着急，就赶快送来

了。原来，这存折不小心夹在一
份旧报纸里给当废纸丢了。

我忙让她进屋坐坐，她说店里
没人，就转身走了。我捏着那张被
她拿过的发票，再也不觉得脏了，
只有一种暖暖的感觉。心想，我们
正在策划一期三月学雷锋的专题
报道，眼前不正有一位活雷锋吗？

“雷锋”住在隔壁
文/刘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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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三月五日这天是“雷
锋日”，很多人在这一天里或者参
加义务劳动，或者帮助别人做好
事，总之，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
去纪念雷锋。这次到非洲国家乌干
达公干，我有幸见识了一下带有乌
干达风味的“雷锋日”。

那天，我和同事在当地雇员的
带领下，开车去一个集市办事，因
为单位的车出了故障，当地雇员威
利表示可以用他的车，于是，我们
一行开着车出发了。

平时也走过这条路，记忆中这
条路上车辆挺多，因为乌干达当地
的交通管理相对落后，所以堵车是
常事，而且一堵就能堵上很长时
间。没有想到的是，一路上我竟然

很少看到有车经过，难道我们走运
了！，还没等我高兴回过神来，我们
的车就被路边的一个警察拦下，威
利在那一刻忽然恍然大悟似的连
忙冲着我们说对不起，搞的我们很
不好意思。

乌干达交警挺有礼貌的，他透
过车窗看到了我们，刚才还是紧绷
的脸马上松弛下来，他冲着我们笑
了起来，这一笑我心里就更发毛
了，多年的海外经历告诉我，遇到
警察，警察越是严肃，问题就越容
易解决，反过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警察用当地话冲着我们说着
什么，因为言语上的不通，我和同
事并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从他
挥手的动作，我们猜出他是叫我们

走，威利也很意外，他连忙发动汽
车重新上路。一直等看不见那个警
察了，威利才告诉我们，因为一时
疏忽，他忘记了今天是星期六，在
乌干达，这是一个大家都再熟悉不
过的“乌姆冈达”，具体来说就是

“邻里之间互相帮助”，每个月的
最后一个星期六，乌干达人最喜
欢的“乌姆冈达”就开始了，在
这一天里，所有本地人开车上路
都会被警察截停在路边，不过，
国人的车辆除外，本地人必须参
加义务劳动，主要是打扫卫生，
清除城市垃圾等等，很像是国内
的“雷锋日”，不过与国内不同
的是，乌干达的“乌姆冈达”每
月都有，所以大家都习惯了参加

义务劳动，如果有人外出逃避劳
动，除了车辆会被警察扣下，还要
领取劳动工具就近劳动。

万幸的是，警察看在我们是外
国人的面上“放了一马”，其实，要
是我们有空，我还真想在乌干达学
一次“雷锋”呢。

在乌干达过“雷锋日”
文/董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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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娘与开国上将许世友同
姓，与山西大寨的“铁姑娘”郭
凤莲同名，与雷锋是同年生人，
今年整整72岁了。

1963年的春天，那时俺娘还
在镇医院工作。偶尔一次闲翻报
纸，忽然就看到毛主席那苍劲有
力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从那以后，雷锋就走进了俺娘的
内心，成了俺娘的“偶像”，成
了她心目中最明亮的那颗星，即
使在日益浮躁的今天，也未曾改
变。对我们的教育，也离不开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要
橡雷锋那样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精一行”等。

俺娘为人重情重义。在俺爷
爷、奶奶生病期间，她端粪便、
洗尿布，日夜伺候。奶奶临终
前，喊俺娘趴到她跟前，悄声
说：“俺顾得你最少，可你是真
心孝顺，娘愧对你！”姥爷、姥
娘没儿子，俺娘30年前就把他们
接到俺家，这在十里八村少有。
1984年，俺大爷和五婶子都得了
有传染性的肝病。那段时间，有
些亲戚都不敢靠前，可俺娘不
怕，该怎么送药怎么送药，该怎
么号脉怎么号脉。至于药费，俺
娘从没提过。俺大爷临终前，使
大劲儿对俺娘说：“琴他娘，你
多喂母猪多养鸡，我死后变成猪
和鸡，生仔、下蛋报答你！”婶
子临走前，等俺娘给她穿好衣服
后，拉着俺娘的手，盯着俺娘的
脸，深情、留恋地看了又看。几
位老人的后事，也是她跑前跑后
指挥着操办的。对大爷、婶子家
刚成家或没成人的孩子，俺娘视
同己出，比亲生的还疼。

“对自家亲人好，那不叫

好，是应该的。”俺娘常说，
“对别人好，才是真的好心。”
老百姓没大事，娶妻生子就是天
大的事了。那些年，俺娘托亲求
友，不知把多少俊媳妇“忽悠”
到俺村，帮光棍汉子成家立业。
有一次，俺娘受托保媒，可女方提
的 条 件 甚
硬梆，眼看
婚事要黄，
实 在 没 别
的办法，俺
娘 就 把 自
家 的 缝 纫
机、自行车
全许上，才
促 成 了 那
门婚事。因
为 在 镇 医
院 干 过 妇
产科医生，
俺 娘 主 动
义 务 担 负
起 为 本 村
妇 女 接 生
的事儿，且
一 干 就 是
2 0年。每次
去给人家接孩子，她不嫌穷，不怕
脏，收拾利落后，分文不取不说，还
买个童被和几斤红糖、鸡蛋送去。
二、三十年前，山村人还不富裕。有
位婶子，生孩子时弄湿了仅有的一
床被子，俺娘赶紧回家抱一床；有
个大嫂，生孩子后缺米少面，俺娘
跑回家，从瓮里挖两升瓢送去；有
户人家，临产孕妇躺的床断了腿和
撑子，床歪了，人漏了下去，俺娘便
让那家大老爷们儿跟着，把俺家的
闲床抬去。1985年是个生育高峰
期，有天夜里，俺娘一连接了5个孩

子。一大早回到家，她就累倒在床
上，一直昏睡到傍黑儿。类似的事
儿，多得三天三夜都啦不完。

俺娘觉得情义比钱更重要。25

年前的冬天，邻村有对夫妻半夜里
敲响了我家大门。一进屋，那妇女
就把孩子塞给俺娘，哭诉道：“一对

双胞胎，伤
了一个；这
个，医院也
说 没 指 望
了 。四 嫂 ，
您 要 是 能
把 孩 子 治
活，俺感激
您一辈子；
要 是 治 不
活，俺也不
怨 您 ！”看
着 孩 子 憋
得 青 紫 的
脸，看着那
对 夫 妻 惊
惶 失 措 的
模样，俺娘
没 忍 心 拒
绝，可也没
敢 大 拾 大

揽。那对夫妻看俺娘没作声，干脆
舍下孩子跑了，第二天才敢回来。
抱着那孩子，俺娘一整夜没敢合
眼，灌水，喂药，费劲了心思。一个
多月后，孩子转危为安了。临走时，
那家借来2000块钱，可俺娘只收了
30块。俺娘自学过推拿、按摩的手
艺，有谁摔着扭着、脱臼错踝了，常
来找俺娘“捻悠捻悠”。她二话不
说，搭手就治。治好了，人家掏出
钱来，俺娘挥挥手说：“药不是
自己产的，得花钱；可手艺是咱
自己的，给乡亲们服务，不要

钱！”
对乡亲们，她不分穷富，不

管是用得着还是用不着，始终以
一种目光对待。前些年经济不大
宽裕的时候，俺娘有一帮穷哥们
儿、穷姐们儿。看着谁家缺吃少
穿，俺娘一动怜悯之心，就经常
把刚做好的饭端给人家，把正穿
着的衣服脱下来送人。父亲在医
院工作，家里有些活钱，谁家孩
子上学、种地急需用钱，常到我
家来借，自家的不现成，她就转
弯抹角到别人家转借，总不让来
人空手而归。

在山村里，家庭、邻里的争
扯打闹是常有的事儿。有人来求
俺娘去“灭火”，她撂下手里的
活就去。人的名树的影儿，她往
那一站，三言两语，把道理一
摆，刚才还战火弥漫，迅即就烟
消云散了。但也有矛盾挤成疙
瘩、甚棘手的，要费个三早晨、
两晚上的口舌，可我从没见她嫌
过麻烦。

现在，年迈的母亲仍然忙忙
碌碌。在我们看来，她每天还有
操不完的“闲心”。

俺娘只上过高小，当过村干
部、幼儿教师、工人、医生，可由于
种种原因，都半途而废了，最后回
家当乡村医生。有一次，我与父亲
聊起“追星族”这个话题。父亲幽默
地说：“你娘从60年代开始学雷锋，
这一‘追’就是50多年。让我看，你
娘才是真正的追星族！”

听了父亲的话，我就想，要
是时下的追星族都像俺娘那样，
都来“追”雷锋这颗曾经最耀眼
的星，学习雷锋同志的一言一
行，像雷锋那样工作，那样待
人，那该有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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