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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1993年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洋溢着新年喜

庆的市长途汽车站，从不流泪的父亲满含热泪，

颤抖着双手将一个包装精美的纸盒深情地塞进我的手

中，目送着我踏上了南方寻梦的打工征途。

一路风尘来到改革开放的南方大都市，在姐姐的帮

助下我进了一家保安中队当保安。一个阴雨连绵的日

子，我拆开了凝聚着父亲无限希望的精美纸盒，首先跳

入眼帘的是《雷锋日记》几个醒目的红色大字，望着“微

笑如春风，爱心入万家”的雷锋，我却对父亲表示了不

满：想当年高考落榜，历经失恋和生意惨败的多重困境，

我曾经一把火烧尽了自己所有的藏书和文稿，并发誓

“今生不再读书写作”。没想到今天，父亲送给我的却是

烈火中余生的《雷锋日记》和部分文稿。我心不在焉地

翻弄着，突然间一封短信滑出书来，一行熟悉的文字跳

入眼帘：胜儿，看到这本书，你可不要埋怨父亲“节外生

枝”，早些年你嗜书如命，废寝忘食，曾在军内外报刊发

表过不少文章，前途一片光明！今天你虽然因一时的挫

折发誓今生不再读书写作，但我想你只不过是一时气

愤，久而久之在他乡深厚文化底蕴的熏陶下，你会重拾

信心，为理想而拼搏的，更何况做父亲的也极不情愿你

从此心灰意冷庸碌一生。今天你背井离乡远走他乡，一

贫如洗的父亲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温暖你漂泊的灵魂，唯

有这部《雷锋日记》伴你打工天涯。读着父亲这满怀希

冀与期待的叮咛，读着《雷锋日记》中“我愿做高山岩石

之松，不做湖岸河旁之柳。我愿在暴风雨中、艰苦的斗

争中锻炼自己，不愿在平平静静的日子里度过自己的一

生”等满含人生哲理的青春格言。我蓦然警醒：失败其

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没有从逆境中站起来的坚强

意志和勇气。从此，我不辞辛劳悄悄地铺开了书本和稿

纸，在一方天地里开拓进取。

《雷锋日记》伴我跨世纪成长。在他乡打拼的这些

年来，我先后做过勤杂工，卖过菠萝，当过保安员，开过

音像厅、大药房；我参加了几家文艺期刊举办的文学创

作培训班。打工生活中，我无忧无虑地在书海里吸吮着

知识的营养。从《新闻采访学》到《文学创作基础知

识》，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到《感谢折磨你的人》，将

八小时以外的美好时光全部挥洒在这一片文字的天空

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漂泊他乡二十余年，我不仅成

为了省工人作家协会理事、加入了市作家协会，还先后

在《市场星报》等 400 余家报刊发表了 300 余万字的文

学新闻作品，圆了我“用彩笔写人生，让青春在平凡工作

岗位上闪光”的七彩梦。

今天面对这些成绩，我十分感谢父亲在我糊涂和迷

茫的时候，给我送来了《雷锋日记》，为我点亮了照向未

来的一盏灯。

父亲送我《雷锋日记》 □ 唐文胜

那

“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假日的一天，当我和家人泛舟在合肥市

逍遥津公园逍遥湖时，望着这碧波荡漾的湖水，

蓦然想起40多年前参加清淤逍遥湖的情景。

那是1977年的冬天，天气阴冷干燥，整个大

地和天空呈铅灰色。这天上午接到厂团委通知，

要我第二天凌晨带领本车间团员青年，在厂大门

口集合，和其他团支部团员青年一道，乘车前往

逍遥津公园，参加团市委组织的义务清淤逍遥湖

活动。

逍遥津公园平面呈扇形，四周被贯通的沟渠

和湖水所包围，其中逍遥湖占全园面积的四成，

160 多亩，主大门进去，一条主干道，路东为东

园，有逍遥湖和动物园，路西为西园，有大片树木

和草地。那时公园很简陋，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娱

乐设施，就连张辽塑像和逍遥阁等也都是后来陆

续修建的。不过，简陋归简陋，这空旷场地倒给

清淤工作带来了便利，毕竟有那么多人员，有那

么多车辆。合肥团市委组织这次庞大的清淤活

动，究竟出动多少人员和车辆，要求多长时间完

成？我无从知晓。我只知道，我们厂出动了百余

人，三辆卡车，要求一天时间内完成。但我所见

之处：人头攒动，彩旗飘飘。所闻之处：喇叭阵

阵，歌声缭绕。

我们厂团委被分配在逍遥湖西南方工地，平

时一池碧波湖水，现在成了一大块平地。战斗打

响后，大伙儿各自用脚将大锹头用力狠狠地扎进

泥土里，再用双手紧握锹把，将沉重的泥块从地

里拔出，装进大筐里。抬筐的两人迅速将装满泥

土的大筐抬走，一直抬到数十米外停靠在公园路

旁汽车边，再喊“一二三”将沉重的大筐托过头顶

与车厢上部平齐，在车上人员协助下，将筐内泥

土倒入车厢内。汽车装满后开出公园去外地倒

掉后返回再装，如此循环。

那时，大伙儿年轻干活不惜力，一心只想着

完成任务，一个劲猛干。不知不觉到了中午，大

伙肚子饿得咕咕叫，只听见人群中有人高喊：“厂

里送饭车来了，开饭啦！”大伙儿这才放下工具，

呼呼啦啦上了岸，当时可没水洗手，只好干搓搓，

往衣服上蹭蹭，就去排队打饭了。午饭是包子、

辣糊汤，免费供应。要是放现在，大伙儿干活这

么累，肯定拉着领导要求下饭馆。可那时大伙精

神境界高，干活不讲条件，再说，团干们也没有这

笔招待费。

因工地工作量比较大，大伙儿饭后稍微

休息，又接着到工地继续干开了。那天干完

活完成任务回到厂里快天黑了，大伙儿虽然

累但非常高兴，因为大伙为市民们做了一件

好事。这件事情虽然不大，而且过去了 40 多

年，但每当我和家人来到逍遥津公园时，还常

常想起那一幕。

难忘那年逍遥湖清淤
□ 施光华

奶家的杂物屋里放着一辆破旧的老式自行车。

听父亲说，这是他上高中时，也就是1978年，爷

爷买的“二八车”，这车子高大、结实、笨重，平时就爷爷

和父亲骑。车子除了骑行外，还被用来载运一些较重

的物品。车子的车头与座椅间有杆横梁，很不容易上

去，所以奶奶要骑车时，就需左脚先踩在脚踏的轴承

上，右腿再从后座绕一圈，才能跨上自行车。

当时，自行车是件奢侈品，全家人都很呵护它。车

子一有点脏，奶奶就用纱布从头到尾把车子全部擦一

遍，打上油，手把、横梁还用布子缠起来，以防划伤。

小时候，父亲就是骑着这辆“二八车”带我回村

看奶奶的。奶奶家在 40 里远的东卓村，回村的路

上有一条五里坡，坡很陡，也不平坦，每次上坡时，

父亲就让我下来，我俩推着车子走到坡上再骑。父

亲为了看到我，让我坐在横梁上，我双腿搭在左侧，

和父亲说说笑笑，当时年龄小，一根铁杆，也让我坐

得很舒服。

1995年，我上小学，父亲为方便母亲接送我，买了

辆飞鸽牌弯梁自行车。这种车子小一些，好骑，所以我

也喜欢。三年级时在朋友的帮助下，在路上歪歪扭扭

地骑了几个来回，便学会骑车了。

初中时，学校离家有六里远，母亲把她的自行车给

了我，自此，我便骑着这辆自行车上下学。每到晚上9

点，马路上就是我们放学后飞速骑车的身影，大家三五

一排欢声笑语，很是热闹。有的同学为了展现车技，双

手放开手把，骑了半里长呢。

一天晚上我也放手骑车，由于没看到路上的石子，

轱辘别了下，一下子把我和车子摔倒在地，还好速度慢

不要紧。母亲知道此事后，狠狠地批评了我，罚我站了

两个小时。此后，我再也不敢放手骑车了。

这辆自行车磕磕碰碰地又陪我度过了三年的高中

生活。高考毕业后，我把自行车还给了母亲。此时，自

行车服役有 11 年了，铁圈已生锈，塑料手把用胶布缠

了几圈，白色车筐也扭得像椭圆形，就连脚踏子也换了

一对，蹬起来不是很轻松了。

四年后，我大学毕业回家。电动车像自行车一样

普遍了，大家都喜欢骑电动车，骑自行车的人很少了，

母亲却习惯了骑自行车，便一直没有扔下。

一年后，市区的每条主街道都安装了共享单车，这

可把母亲乐坏了。母亲一出门，便能骑上单车，随心所

欲地溜达、买菜、去超市，不怕丢失，也不担心维护，很

方便。我说母亲：“骑电动车快。”母亲说：“骑自行车环

保，还能健身！”

说起健身，我想起了前几日，一好旅游的朋友为

了锻炼身体买了辆山地车，他也鼓励我买。说实话，那

车子确实很结实，速度也很快，不禁让我想起了爷爷的

“二八车”，一晃四十多年过去，自行车的变化真的是不

可同日而语呀！

奶

三辆自行车 □ 王 琦

家屋后有一片山林，那是爷爷曾亲手栽培的一

片绿荫！

儿时的记忆里，这片山林原本只是一座秃山，常

年四季，荒草丛生。尤其到了夏秋之交，每逢下连阴雨

天，我们家就会遭殃，秃山上的积水总是一股脑儿地倾

泻而下，就连平日里茂密的荒草也被一齐连根冲垮。

水势顺流而下，夹杂着浑浊的泥石流直冲房基，多少

次，积水都总是从墙角渗透到屋子里来！

为了不使房屋受到水势的威胁，一家人常常冒着

淅淅沥沥的雨丝，不是戴着草帽便是撑着雨伞，冒雨更

改水路，尽量减缓雨水对房屋的袭击。

不过这些都是生产队时的事了，后来山林和土地

下户后，因为这片荒山在我家屋后，自然也分给了我

家。有了自主权以后，每年的开春时节，爷爷总是忙着

在这座荒山上栽树。

起初因为没有树苗，每年秋天，爷爷就不畏艰险爬

到几里路开外的一处槐树林里采摘槐树种子，开春后

就将荒山仔细开垦后种上了槐树种。因为树种发展缓

慢，爷爷还会趁树丫发芽之际，剪来成捆的槐树枝穗，

然后插在开垦过后的土壤里。果然，不出三两年功夫，

一棵棵碧绿的槐树苗儿便一股脑儿地挺拔起来。

为了使这些树错落有致，能够充分防水治灾，爷爷

就将这些槐树苗儿重新移栽。除了山林四周栽种槐树

外，爷爷还将整个山林做了规划，这片栽松，那片插柳，

中间果园，边沿种药。尤其那片果园，爷爷可是倾注了

大量的心血，每一次，家里谁若吃了果子的核儿，爷爷

总会默默地收集起来，埋在屋后山林潮湿的土壤里。

只是种出来的果树结下的果子都特别小，当这些果树

长到镰把粗时，爷爷就会将果树统统嫁接——先剪选

好要嫁接的枝穗，然后才能根据各种果树相对应的种

类进行嫁接。

新春时节，光是果树开花时就是一大诱人的风景，

先是杏子，再是李子，最后才是桃子和梨子。一个小小

果园里，却开出红、白、粉等不同颜色的花儿来。朵朵

芬芳，蝶蜂成群，满山遍野都是花的馨香和嗡嗡蜂鸣，

令人既陶醉又痴迷。尤其到了小麦抽穗的时节，这些

绿色的屏障里还会泛出一缕缕的雪白——那是槐花。

为了使这些蜜蜂安家落户，爷爷还特意用几块木

板给房屋的侧墙制作了几只大蜂箱，每一年，仅蜂蜜就

是家里的一大收获呢！

光阴荏苒，而今，屋后的这些树虽然长势越来越茂

密，即使下再长时间的连阴雨，都很少再发生洪流，家

里也再没遭受过房屋浸水的恐慌，每次雨后，那片山林

反而显得更加苍翠碧绿。我们知道，这些都和爷爷生

前植树造林的功绩密不可分。只是这些纷扰峥嵘，爷

爷却没能看到就早已先我们而去！正如爷爷生前所说

的：“前人栽树，后人歇荫。”

爷爷过世后，我们将爷爷安葬在了他生前挚爱的这

片小山林里。常年四季，山林里密不透风，燕雀成群。正

是它们，终日陪伴着我的爷爷与山长眠，与树同歌！

老

爷爷植树抵洪流 □ 陈 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