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瞧，这样的好友
□马海霞

董姐刚从医生岗位上退下来，
那天有事找她，她让我加她的微
信。我赶忙乐呵呵地加了，微信里
有个医生朋友，以后身体有恙直接
微信咨询，方便又贴心。

万万没想到呀，董姐把我微信
当成她的备忘录了，各种新闻热
点、明星八卦、养生保健、删前速
看……一天到晚往我微信里塞。

和董姐聊天，我故意问她：“咋
从来不发朋友圈，那些想和朋友分
享的东西直接发朋友圈就行，大家
都会看到的。”董姐忙摇头：“儿子
帮我开通微信那天嘱咐我，慎发朋
友圈，晒不好会招人烦。所以，我看
到有可读性的东西只和几位好友
分享。”

得了，我想引导董姐把塞我微
信里的东西发朋友圈，我好设置不
看她的朋友圈，清静一下，闹了半
天，这还是她专门给我开的小灶。

齐大姐以前在单位是领导，退
休后继续发挥领导才能，组织了社
区一群大妈，隔三差五去公园走

“秀”。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时
而举着小花伞穿着旗袍练猫步，时
而手捧塑料花披着东北大棉袄大
秀民族风。齐大姐只要组织秀，就
会霸占手机屏，一组一组的照片发

到朋友圈，我的朋友圈累到刷不
动，还刷不完这场秀。

说实话，齐大姐办秀三年来，
拍的照片数以万计，但那群大妈却
始终神态如一，照一张和一万张没
有区别，都是直愣愣的一个姿势。

委婉劝齐大姐，天那么冷，秀
就停办几场吧。齐大姐双手一拍大
腿：“没事，我们旗袍里面套着大棉
裤，抗冻。”

齐大姐不仅把那群大妈领导
得妥妥的，就是在微信里也发挥了
她的管理才能，凡有活动便要求大
家转发支持，我不喜欢在朋友圈转
发这些东西，碍于面子也不好得罪
她，我只好转发但设置了分组可
见，转发她的东西只让她可见。

齐大姐那天故意拿话儿甩我：
“哼，别看我年龄大，微信里的门道
还是晓得的，对那些长期不点赞，
不转发的微友我定期清除，这些人
肯定屏蔽了我的朋友圈。围观也拥
有力量，连围观都不围观，这样的
朋友不要也罢，有些人虽然转发但
只转给我看，别以为老太太我不
懂！”

我和刘教授认识多年，知道他
从不上网，前几天听朋友说，刘教
授开通微信了，便让朋友把刘教授

的微信号截图给我，妈呀，史上最
复杂的微信号诞生了，足足有十九
位，字母和数字混搭在一起，“I”和

“1”紧挨着，还有短下划线穿插其
中。我输入十次都提示微信号不存
在，等到一个一个比对正确，眼睛
都快累瞎了还是显示不存在，电话
问他才知道，他的微信设置了权
限，不让通过微信号找到他。

这不是耍人吗，既然设置了不
让通过微信号找到他，干吗还弄个
这么繁琐的微信号浪费我半天时
间？

上周遇到刘教授，他加了我微
信并解释：“我可不想让乱七八糟
的人加我微信，我比较忙，没时间
聊天，怕怠慢人家。”

刘教授是个热心肠，自从加了
微信经常找我视频聊天，后来才知
道他眼睛花了，微信打不了字，语
音也玩不转，只会视频聊天。

真想告诉他：“您还是怠慢我
吧，视频聊天我的手机流量伤不起
呀！”

母亲说，别笑话老同志，谁也
有老的时候。

嗯嗯，允许我的微信老友和我
这样玩微信，保不齐我老了，还不
如他们呢。

圈内外的那个女孩
□庞洪锋

我也算有朋友圈的人。感谢帮
我设微信的小女孩。

7月的一天，下午6点左右，我和
老伴走出新华书店，坐上16路车。我
从挎包里掏书来看，刚买的《2016年
散文精选》。“爷爷，在车上看书毁
眼的。”耳边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声
音柔柔的。小女孩坐我侧旁，十四
五岁，短发齐耳，衣着洁净，背个藏
青色双肩包。我笑，点头，书放包
里。老伴笑道：别人说他不听。小女
孩乐。

突然，“一条大河波浪宽”响
起，看了，陌生号。接还是不接，这
是个问题。最近，接几个陌生号，要
么推销，要么劝投资，或宣传信教
等等。不接了。

一只小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
势伸过来，在我的手机屏幕上轻盈
盈滑开了那绿色小话筒。是个推销
茶叶的，赶紧挂了。

我问小女孩读高中还是初中，
她说开学念高一。边说边笑。我问

她咋一说念高一就笑呢？小女孩微
笑，没吱声。哪个学校？她说了校
名，是省重点校，老伴说。

就你自己吗？老伴问，有个妹
妹。妹妹和我妈一个姓。她叫什么？
我问，叫高众。你呢？我叫高一。小
女孩又笑。见我和老伴不解，小女
孩说：我爸姓高，我妈也姓高。就
笑，满脸开心。我和老伴也笑。

说到微信，说到朋友圈，我说
我没大兴趣。小女孩讲起微信朋友
圈的种种好来：看公众号、沟通快、
方便交流、信息多多、能视频、能发
红包、抢红包等等。

我心想，现在的小孩儿真不得
了！我说，我不会设微信。

小女孩接过我的手机，问了我
的号码，三下两下，就成了。还教我
咋操作。

老伴一路念叨，这闺女，忒好！
分别后，除了我的妹妹妹夫外

甥外甥女，小女孩是我朋友圈的第
一人。

过三天，小女孩微信说，爷爷，
我见到您的文章了。还说了些赏心
的话。小女孩请我发给她我写的文
字，并说，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我
照做了。

小女孩每每读后，极欣赏地点
赞。也能说出瑕疵不足来，正经像
回事呢！我真惊奇她对文字的准确
悟性和独特理解。

小女孩是她班上的学习委员，
字写得好，迷古代历史。讲起春秋
里的人物：田忌、苏秦、齐桓公、平
原君等，像说邻居大叔。她的直爽、
朝气、真诚、清纯、阳光，善良、热心
肠，感染着我，净化着我。提升着
我。

开学前的一天，我发微信给小
女孩：高一，关闭微信，安心学习！
考上大学后别忘告我们一声！

小女孩回复：好的，爷爷奶奶！
一个调皮的笑脸，一个流泪的表
情。

老伴说：这闺女，肯定能考上！

手机里的

父老乡亲

□徐爱清

我有一个“父老乡亲”微
信朋友圈，圈里的朋友都是清
一色的农民，如今，人数达到
一百多人。小小的朋友圈，连
起了我与父老乡亲难以割舍的
亲情。

两年前的春节，我回老家
过年，村委主任对我说：“你
在外面工作，见识广，大伙难
免有事需与你沟通，去县城找
你不太方便，咱们建个微信
群，好不好啊？”我说：“那
当然好啦！”“父老乡亲”微
信群，就这样建起来了。

乡亲们实在，聊天也是三
句话不离本行，晒出的照片，
件件都是庄稼人的稀罕事、高
兴事。二叔高兴地告诉我，今
年春天村里硬化了村街道，安
装了路灯，建起了健身广场，
现在的日子啊，敢与城里人媲
美啦！三婶报喜说，她的女儿
考上了名牌大学，全村人感到
自豪，都来到家祝贺呢。村委
主任透露，村里引进了食品加
工项目，明年开春投产，村民
可以在家门口打工挣钱啦！我
看了高兴，在微信圈里一一送
上我最真挚的祝福！

秋天，大舅晒出一组沉甸
甸的谷穗丰收照，外配一句广
告语：小米是纯天然的，营养
丰富吃起来香着呢。大伯晒出
堆满院子的核桃，皮薄味香；
表弟家的大马枣下树了，尝一
口，甜着呢。我把这些家乡的
土特产，发到城里的朋友圈
里，不到半个月，他们反馈信
息给我，做梦都没想到，朋友
圈的作用这么大，下乡前来买
土特产的人踏破了门槛，东西
卖了好价钱，喜悦之情溢于言
表。

妇女主任在朋友圈里给我
说，她要在村里成立一支秧歌
队，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服
装、人员都已到位，委托我请
一名指导老师；已退休的李老
师说，他要办一个“小康书
屋”，为群众奔小康传授技
术，让我筹备一批种植、养殖
书籍……我乐此不疲，欣然答
应。

看“父老乡亲”朋友圈，
成了我最惬意的事。每天打开
微信，看到家乡父老乡亲的老
面孔，一条条的留言，朴素易
懂，贴近生活，远比看各种同
学、同事、同行的广告圈、心
灵鸡汤圈舒服得多；晒出的一
幅幅丰收图，与那些每天晒自
拍、晒美食来获取别人的点赞
相比，更接地气。

今年国庆节，我把乡亲们
发来的照片组合起来，配上
《父老乡亲》的歌曲，以表达
我对家乡人的眷恋之情，并为
他们送上深深的祝福：小康路
上大步迈，幸福生活比蜜甜！

村委主任在朋友圈里说，
他又有了新打算：准备与村里
在各地工作的人，都建起朋友
圈，让他们及时了解村庄发生
的新变化，一起分享今天的幸
福生活。

我给他点了一个大大的
赞！

朋
友
圈

爱，无需点赞
□左丽宁

如今，凡事都晒朋友圈成了
大多数人的习惯，今天去了哪
里，今晚做了啥饭……可以说无
论距离多远，都可随时了解那个
人的动态。

前段时间，妹妹给老妈也申
请了微信号，用她的话说，爸妈
作为上世纪60年代读过高中的“文
化人”，也得跟上时代潮流。申
请微信号后，妹妹又仔细地讲解
了微信信息及朋友圈的发送，妈
妈在一旁认真听着并不时点头。

可一周、两周时间过去了，
妈妈的微信却丝毫没有动静。

周末回家，晚饭后我边洗碗
边问妈妈：“妈，您微信没用吗？
就像今天下午您准备的这一大桌
饭 菜 ， 可 以 拍 照 发 到 朋 友 圈
啊！”

“你们周末回来吃饭的习
惯，我和你爸都知道，再说你进

门就看到了，发什么朋友圈！”
这老太太！

“您平时有什么事的话发朋
友圈，我和妹妹就能第一时间知
道了呀！”

“你们俩都要上班，还得照
顾孩子，我和你爸都挺好的，有
事的话，你们周末回到家可以说，
不用浪费精力在朋友圈上，平时好
好上班，照顾好孩子就行。”

“爱向下”似乎就是个亘古
不变的定理，父母对子女的付
出，从来都不会顾虑什么，每每
倾囊而出，唯恐有丝毫疏忽。可
是，作为子女，我们又能真正回
报给父母多少爱呢？是偶尔想起
才打给家里的电话？还是在过节
时才难得回家吃的那顿团圆饭？
抑或是在春节时买给父母的那件
衣服……当父母孤苦伶仃独守门
槛望穿儿女归来的方向，我们是

不是应该在回家时放下目不斜视
的手机，让陪伴成为爱的最好方
式，而不只是在朋友圈发几张所
谓的“孝心”照片。

是的，爸妈从来不发朋友
圈，那忙碌大半天做好的满桌饭
菜便是对儿女最好的疼爱；他们
从 不 会 在 朋 友 圈 中 “ 小 题 大
做”，只因怕增添儿女的担忧；
而我们，却整天生活在“朋友
圈”的点赞、转发中，恨不能让
全世界都知道自己的行踪与喜怒
哀乐。可是，我们却忘记了，最
爱你的那个人往往拙于言辞，而
是将爱深深埋在心里，付诸平时
的一粥一饭里。他们永远是不知
疲倦的代名词，一切重心都在孩
子身上，唯独不曾考虑自己。

爱，从来都无需点赞，需要
用心感受，岁月会是最好的证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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