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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平凡之中
见 情
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平凡的

人物。尽管日子平淡，可他们身上
那种质朴、善良、坚忍、正直的品
质，让人性散发出不一样的光芒。
小记者用细腻的笔调，抒写身边的
凡人小事。笔端的一点烟火，一点
闲情，一点美好，如同尘埃里那些
不起眼的小花，虽然小，却让人看
到了生活满满的希冀……

指导老师 吴玲俐

遇见老金
何梓涵（证号2318330）

老金，住在我家隔壁的网约车
司机。

据老金自己讲：他儿子给人做
了上门女婿，从此就住在了大城
市，这些年几乎没回来过。他一没
文凭，二来年纪也大了，为了不让
自己和老伴儿没饭吃，就做起了网
约车司机。

老金是个和蔼的老头，我时常
看见他和小区里的孩子们打成一
片，孩子们也爱黏他，甜甜地喊着

“金爷爷”。母亲有时候会笑着和老
金打声招呼：“呦，老金，又和孩子
们在一起啊？”老金总会笑眯眯地
回应，随后看看在客厅写作业的
我，对着母亲来句：“学习也要劳逸
结合，难得休息。”不知为何，老金
笑着看闹成一片的孩子的时候，总
让我觉得，这笑容里夹杂了些痛苦
和无奈，那是年少的我所无法懂得
的心绪。

每到阴雨天气，老金的膝盖就
会痛。我便时常跟着父亲跑去隔壁
帮忙。老金总会把我喊到他的床前，
眼神慈祥得像是在看自己的孙女。

7岁那年，我走楼梯时磕破了
额头，鲜血如水直流，吓坏了母亲。
正巧碰上回家吃午饭的老金，一看
我的模样，他二话不说，对着我母
亲大喊：“快，上车！去医院！”我想
这一声大喊，当时对母亲来说应是
定海神针吧。

小学二年级时，我们搬了家。
老金啊，你可还安好？

拉面王
刘欢（证号2318335）

老王，人称拉面王，不知道是因
为姓王且拉面，还是如《俗世奇人》
中那般因为面拉得好才有此外号。

老王的面馆很小，只有三张桌
子，十几把椅子。我每天路过，总会
看见面馆里坐满了客人。在店门
口，还贴了一张手写的招牌——无
偿资助有困难的人。这招牌一贴就
是好多年，纸张已泛黄，字迹也有
些模糊了。但老王用行动践行了那
句话——遇到需要帮助的人，他都
会送上一碗热腾腾的牛肉面，十几
年如此。

听奶奶说，老王早年生过一场
大病，自那以后，每每阴雨天，他都
会关节疼。但是他不在乎，他说：“只
要有人想吃面，我一定亲自下厨。”

早晨起床，洗漱完毕，我第一
件事就是去老王店里。店里的面品
种多样，每天可换口味，但老王都
会记得“不要香葱，辣油少一点”。

“来一碗牛肉面！老王。”“好
嘞！”老王爽朗地回答。只见他拿起
一团面团，在手中揉软，拉长，伴随
着清脆的敲击声，没过一会，面团
已成粗细均匀的面条了。煮上片
刻，浇上炖了许久的肉汤，放牛肉
片，撒少许葱花，舀一勺辣油，一碗
色味俱全的面就做好了。

如今，我在学校食堂吃面食
时，总觉得还差些什么，似乎是老
王那亲切而又爽朗的笑容。

租客阿布
陈意卉（证号2318326）

因为太太的离世，隔壁的房子
腾空了，成了出租房。租房者是个
外地人，大家都叫他阿布。租金并
不便宜，他的两个孩子还要上学，
这一切对阿布来说不容易。

一天，我放学回家，看见附近
的街上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卖
手抓饼的摊位，走近才发现是阿
布。自此，每天六点半出门，我都能
看见他的身影。阿布是个老实人，
卖的手抓饼料很多，价钱却不贵。
不管我们怎么推脱，他都不愿意多
收一分钱，这样如何才能赚回本
呢？我很替他着急。

正如我所担心的，那个摊位果
然没过多久就开不下去了，阿布
只好租了一个店铺做起了理发
师。

街上还有很多的理发店，同行
之间常常相互竞争，出各种小主
意。但阿布厚道，凭着过硬的手艺
和不贪小便宜的秉性，光顾他门
面的人不少。生意好了，收入多
了，阿布紧锁的眉头也慢慢舒展
了。

大家都说阿布真幸运，但我
想：幸与不幸，总需坚持到最后才
知道。他是靠着自己的双手成就了

“幸运”。

保安老杨
龚铵渝（证号2318329）

我读小学六年级时，爸爸经常
因为加班不能准时来接我放学，有
时我站在校门口，急得想掉眼泪。
老杨说：“别站门口等，你就在保安
室做作业吧！”

老杨是我们学校的保安，大高
个，粗嗓门，他往门口一站，就好像
一堵墙立在那儿，即便有人想干坏
事，见到他那架势，也不敢了。

有一次，我打扫好卫生急匆匆
地跑向校门口，不知怎么回事，突
然脚一软，直直地摔倒在地上。醒
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了医院的病
床上。妈妈见我醒了，长长地舒了
一口气，回头对爸爸说：“真该好
好谢谢老杨啊，幸亏他送得及
时。”

我这才知道是老杨发现我摔
倒，第一时间联系了老师，又把我
送到最近的医院。之后，妈妈带着
我去感谢老杨，但老杨却摆摆手，
执意不肯收我们的钱：“不能要，不
能要，人没事就好了！”话虽不多，
态度坚决。

后来，我升入了初中，再回母
校时，看到老杨依然威风凛凛地站
在校门口，像一堵结结实实的墙。
我心里默默地感叹：老杨，你可真
是我们的守护神啊！

垃圾房天使
俞景皓（证号2318348）

“哎，这位业主，怎么乱扔垃
圾？”“你袋子破了，汤汁都洒了，下
次多套个袋子……”管理员黑着
脸，厉声呵斥着，车库里回荡着他
的喊声。

每次来扔垃圾，我都是战战兢
兢，看着他板着一张脸，眼神好似
X光，仿佛能穿透垃圾袋，扫描里
面的垃圾。有一次因为没分类好一
张纸巾，众目睽睽下，他把我训得
狗血淋头，还让我重新分类。我尴
尬得无地自容，以后每次来扔垃圾
前，我都得把垃圾检查一遍又一
遍，生怕有什么差池。小区里的大
爷大妈们也是对他怨声载道，背地
里偷偷叫他“垃圾房活阎王”。

周六晚上，我从培训班回家，
经过垃圾房，无意中瞥见他正拿着
抹布，专注地擦着垃圾桶的外沿。
擦完垃圾桶又开始清理地面，遇到
顽固的污渍，他蹲下身，左手撑地，
用指甲一下一下地抠着污渍。由于
长时间蹲在地上，他艰难起身的样
子令人无比动容。

我看得出了神，这哪是“垃圾
房活阎王”，分明是“垃圾房天使”
啊！

小小的垃圾房，充其量不过2
平方米，可这就是他守护的领地。
那一身橘灰相间的工作服就是他
的战袍。在红、黑、蓝、绿四路垃圾
大军前，他挥斥方遒，守护了小区
的一方洁净。

老李
柳月（证号2318336）

在我家附近的小巷里，上午10
点、下午 5 点都会想起嘹亮的声
音：“卖糖葫芦、糖画喽——”一听
到这个声音，大家都知道是“糖王”
老李来了。他卖的糖葫芦，山楂拣
上好的，外面的糖也挑好的，甜味
儿十足。

后来，吃糖葫芦、糖画的人少
了，老李的收入也少了。脑筋活络
的老李又想到了别的营生。夏天，
他的三轮车上多了个大铁桶。桶内
装满了三种口味的凉粉：原味、香
橘味、薄荷味，一碗三块；冬天，铁
桶换成烤番薯桶，老李站在寒风中
卖热乎乎的烤番薯，三块一个，脸
被冻得通红，眼里却漾满了笑。

我吃过老李卖的所有东西，不
仅是因为喜欢吃，更是对他的一种
尊重。在发现他还在捡废品卖钱
后，我喝完饮料会把瓶子放在老李
经常去的几个地方的显眼处。

现在小巷要拆除了，最先离开
的是老李。听说他失散多年的亲女儿
找到了，把老李接到城里享清福咧。

一片落叶遮挡了我的视线，老
李的过往就此拉上了帷幕。

老鞋匠
张欣悦（证号2318352）

鞋匠是个老头，在街道拐角处
那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摆摊。

记得那天放学，由于皮鞋裂了
一个大口子，我走进了那个小鞋
铺。

他年过六旬的样子，穿着灰蓝
色的旧衣服。饱经风霜的脸上刻满
了岁月留下的皱纹，眼神却温和而
慈祥。

天色渐晚，我望了望正在擦鞋
的老人，犹豫着要不要上前询问。
老人察觉到了我，停下手中的工
作，对我和蔼地笑了笑：“小姑娘，
有什么事吗？”我忙说：“我脚上的
这双鞋能补吗？”“行！”老人打开了
身后的工具箱。

他戴上一副棕灰色的眼镜，麻
利地取出一卷白线，先将白线放在
缝纫机转头上，再将鞋底放在针头
下，然后慢慢地踩动缝纫机，手则
很有节奏地转动转轮，神情专注而
认真。这时，我才注意到他的手，那
是双怎样的手啊，长满了茧子，枯
黄又干瘦。

片刻之后，鞋子补好了。老人
把鞋递给了我，我忙不迭地从口袋
中掏出50元递给他。老人一愣，随
即摇了摇头，淡淡地笑着：“不用那
么多，五块就够了。”我尴尬地笑了
笑。“挺晚了，快回家吧。”老人又
道。

走出鞋铺的那一刻，我的眼眶
竟有些湿润。回头再看，橘黄的灯
光下，老人正对着我招手……

老黄
黄靖添（证号2318332）

我的邻居，姓黄，大家都叫他
老黄。他极瘦，不太爱讲话，靠卖栗
子营生。

老黄的栗子摊位在市场的东
北角落，生意还算不错，这有赖于
他炒的栗子好吃，价钱又公道。每
当我们去光顾他的摊位，他总愿意
价格减半，说是邻居不必客气。

有一天，家里的水管破了，水
流个不停，怎么也堵不住。叮叮咚
咚的敲击声惊动了老黄，过了一
会儿，我听到了敲门声。只见他手
提工具箱站在门外，父亲连忙请
他进来。他看了看情况，娴熟地拧
了拧螺丝，水流就听话地止住了。
待要走时，父亲往他手里塞钱，他
推了推手，生气地说道：“我不要
钱！”

后来我去外地读初中，每学期
也就回一两次家。今年过年回家
时，妈妈说，老黄走了，因为一场车
祸……

我震惊万分，呆在门口像是噎
住了。

老黄，想你！

真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