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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路边
刘书文

清晨，张三和李四去菜市场买菜，见马路边
蹲着一个老婆婆。 他俩只朝她扫了一眼，谁也没
在意。 又走几步，张三觉得老婆婆的眼睛似有些
愣怔，又回头看，看到老婆婆衣服后面印着字，觉
得稀罕，对李四说：“她衣服上怎么这么多字呀？ ”
便走近看个究竟。 只见上面写道：“王盼，患老年
痴呆症，家住中心乡十里铺村。 好心人见到，请拨
打她儿子电话，一定重谢！ ”后面还印有一个手机
号码。 看罢，他俩禁不住高声喊叫：“哎呀，这个老
婆婆怕是走丢了吧！ 儿子给他娘衣服上印上字，
这招儿真行！ ”他俩的喊叫声惊动了行人，老婆婆
身边很快就围了一圈儿人。

人群中有人议论：“她儿子做得对，他娘走到
天边也丢不了。 ”“得赶紧给她儿子打电话，找不
到她不知多着急！ ”张三没带手机，便催促李四
道：“你给她儿子打个电话。 ”李四闻听，不紧不慢
地说：“唉，别多管闲事了，咱走吧！ ”张三听李四
说这话，气愤地说：“你的良心叫狗吃了？ ”李四挨

了吵，也知道自己不对，掏出手机，输入老人衣服
上的号码。 不大一会儿，电话通了，李四问：“王盼
是你娘吗？ ”手机里传来一个女声：“是的！她现在
在哪儿？ ”李四一听对方的声音，知道不是老人的
儿子，有些不放心，便问：“你先说 ，你是她什么
人？ ”对方答：“我是她儿媳妇。 ”李四忙告诉对方：
“你婆婆在省道旁菜市场东南角的马路边。 ”

半个小时之后，来了个中年妇女。 她下车拉
住老婆婆的手，说：“妈，你咋这么大的劲儿，一夜
走二十里！ ”蹲在一旁的张三李四见有人来，上前
问道：“你是她的儿媳妇吧？ ” 那个妇女边回答
“是”，边从兜里掏钱，要感谢他俩。 她这一举动被
张三拦住：“你们把电话号码印在娘的衣服上，这
件事让俺感动，咋还能要你的钱！ ”那妇女过意不
去，要给他俩跪下磕头，又被制止。 张三说：“谁家
没有老人呀，快带你娘回家吧！ ”他俩帮忙把老人
扶到车上。 妇女又连声道谢后，才开车离开。

（作者系商水县大武乡城刘村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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姨娘亲
梁发占

我们这里有句俗话叫“姨娘亲”，意思是姨和
妈一样亲。 这句话我深有体会。

我 10 岁那年， 无情的病魔夺去了母亲年仅
30 岁的生命。 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只记得母亲心
地善良、孝敬公婆，家里有好吃的，就背着我和弟
弟给爷奶吃。 一次，她塞给我奶两个煮鸡蛋，当时
我就站在一旁。 只听见奶奶说：“给两个孩子吃
吧。 ”母亲却不假思索地说：“他俩还小，吃的时候
在后头呢！ ”因父亲不在家，爷奶年迈，母亲就是
家里唯一的劳动力， 一个人挑起了家庭的重担。
上世纪 60 年代初， 农村日子艰难， 大伙上分的
饭，吃半饱也不够。 每到饭时，母亲就躲起来，把
分到的饭让爷奶及我和弟弟吃，她吃从地里挖的
野菜。 因长期营养不良，母亲患上了夜盲症，每到
天黑就看不见路。

母亲去世后， 几个姨对我和弟弟关怀备至，
像对待亲生儿女一样地疼爱我们。 三姨家离我家
很近，我上的小学就在她家所在的大队，她经常
让村里人给我捎馍，带些好吃的，有时候也给我
几毛钱，让我买笔、墨、本子。1964 年，我在县城上

初中，当时生活也很困难，经济紧张，衣服替换不
过来。 远在新疆的五姨知道了我的困难，就给我
寄来 10 元钱。 我用 7 元钱买布做了条裤子，剩下
的钱买了笔和本子。 此事虽已过去半个多世纪，
我仍记忆深刻。 一次和五姨通电话，说到此事，五
姨说她早就忘记了。

早些年，四姨从农村搬进城里住。 后来我也
进城住了，离得近，来往走动就多了。 四姨今年已
86 岁高龄。 中秋节，我去看望她，因天气不好，没
有长留就回家了。 往年四姨都会给我烙些焦馍，
让我走的时候带回去，今年去的那天，她没顾上
烙。 中秋节后的一天，四姨推着她那辆随时可以
坐下歇歇的小轮车， 走了三里多路来到我家，给
我送来她烙的焦馍。 我看到她步履蹒跚、弯腰驼
背的身影， 禁不住流下了热泪， 心情沉重地说：
“姨， 您这么大岁数了， 我去看您还不是应该的
吗！ 千万不要再往这儿来了，路上车多人多，安全
是大事！ ”四姨笑着说：“我能走动，路上我走得
慢，小心着呢！ ”

（作者系扶沟县桐丘街道居民）

青春的底色
张子涵

2024 年巴黎奥运会上，由中国体育健儿掀起
的中国风，还在世界各地激荡。 特别是勇夺两金、
刷新百米自由泳世界纪录的 20 岁温州小伙潘展
乐，让我们看到一代中国青年为国争光、绽放青
春的夺目光彩。 作为即将告别中学时代的同龄
人，我被中国奥运健儿的拼搏精神和家国情怀所
感动，我知道，未来是属于青年的，青春的底色是
拼搏。

曾几何时，社会上有人说，当下，中国 00 后
青年丢掉很多传统，成了“躺平”的代名词。 还有
人在不断重复，说未能充分就业的千万大学生群
体正在向社会贩卖焦虑。 新时代、新世纪，全球生
产力飞速提升，人类科技迭代更新，我们这一代
青年，正是肩负“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重任的一代人。 回溯中国近
两百年的历史，每一代青年人都有他们的历史使
命，从两次鸦片战争，到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从

五四运动， 到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进步青年，抛
头颅、洒热血，终于将中国人民从苦难中解放出
来……在中国人民摆脱屈辱历史、走向光明的道
路上，青年从来没有缺席，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

在校园，学生的任务就是在知识的海洋里遨
游，掌握现代知识，培养正确的三观。 假以时日，
我们从校园踏入社会，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建设者，就是一个像螺丝钉一样在平凡的
工作岗位上为人民服务的劳动者。

当我们看到那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在工作岗

位上忙碌得一脸汗水时，当我们看到一张张年轻
的脸庞身着五颜六色的工装在大街小巷穿行、边
送外卖边飙一口流利的英语时， 我为他们自豪、
骄傲！ 这就是年轻人该有的模样，这就是青春的
底色！

（作者系郸城县第一高级中学高三 41 班学生）

桂花
刘奕含

桂花，你在哪儿
哦

你在枝头的摇篮里

秋风轻轻摇晃着摇篮

你做着香甜的梦

孕育着最美好的秋天

桂花，你在这儿
哇

你在枝头的舞台上

香味弥漫在花瓣裙下

你在枝头曼舞

拥有最美好的秋天

桂花，你在哪儿
哦

你在枝头的大家庭里

抱团抵御萧瑟的秋风

你们互帮互助

共同遮起自身的芳香

桂花，你在这儿
咦

我怎么闻到了甜味儿

原来是你改变了空气

让离乡的游子

也闻到家乡的味道

桂花，你在哪儿
哦

你怎么还不大方展示香甜

菊花仰头望着

秋风焦急地徘徊

人们盼望着

桂花，你在这儿
嗯

你在温和的阳光下

沐浴着秋风

绽开了笑脸

害羞地微笑着

（作者系周口文泰高级中学七 10 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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