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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叶上的露珠
□ 陈惠萍

清晨，一棵小草闯进我的

视线。矮，差不多就五厘米左

右；绿，长长的叶子在朝霞中闪

着翡翠般的光芒。忍不住俯身，

叶片周围的锯齿上缀着点点晶

亮的露珠，由上往下，由小到大，在叶尖处汇聚，形

成一最大的饱满圆润的露珠。还没觉察，这些露珠

像调皮的孩子，迅速向下翻动着身子，与下一颗露

珠汇合，最终叶尖上的露珠不堪其重，跌落下来。瞅

着眼前，我沉醉其中，真切地听着它们的嬉笑。

想起侄儿，刚满五岁，大大的眼，黑黑的皮肤，

说起话来，小嘴像被打开龙头的自来水，如果你不

主动拧住，那他绝不可能停下。小人暑假来我们这

里，正好遇上地震，受了不小的惊吓，于是，一有空

暇，小人都会情不自禁地聊起地震，小大人似的。

那日，午饭时，小人边吃边给我们讲解地震的

知识，也不知他是从哪知道的这些。看着他说得有

滋有味样，表示捧场，我们也会适时答理一下，小人

更是来劲，居然给我们讲起地震给他身体带来的影

响。

“知道吗，昨晚上我一夜未睡好，是什么原因？

因为地震已造成我头脑里的一些按钮失灵，像昨晚

就是因为我睡觉时间到，控制睡觉的按钮未能及时

打开，所以呀，我怎么能睡好呢？”瞧着他那一副认

真样，我们都不禁笑了，插嘴

道：“那可怎么办呢？以后就别

睡了吧！”“不睡觉怎么能行

呢？”他边说边夹起一块肉往嘴

里送，不忘嘀咕：“我得要多吃

些才行，地震时我才能跑得最快。”然后继续：“这些

天我得要好好练习，让我头脑里的按钮们正常工作

起来。”边说边放下筷子，双手使劲抱着头，蹲到一

旁，嘴里还不停“嗨嗨”着。就一眨眼，又坐到桌边继

续吃饭，不忘告诉大家刚才他已修好了按钮，相信

今天的午觉一定能睡得很香。

还有一回，带小人去看房，许多人围着售楼小

姐认真地听她给我们讲解其中一栋。突然小人一声

大叫：“不好，快跑呀，地震了。”惊了在场的所有人。

忙拉来正迈开步向外跑的小人，小声呵斥他别瞎

说。不想，小人一改平时的得意，很是委屈，边走边

流泪：“真的，地震了，我没瞎说，我看见房子摇了。”

抽泣着指着桌上的那些房子模型。原来是这样，绷

紧的神经一下松下，所有人都忍不住走上来表扬小

人几句，摸摸他的头。小人立刻就变了样，蹦跳着，

寻找自己的快乐去了。

望着小人远去的身影，无邪，天真，就像清晨那

草叶上的露珠，一个风吹草动，迅速活络起来，一个

接着一个，快乐自己也在快乐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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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幸福歌
!

郭德荣

幸福啊，幸福，

什么是农民的幸福？

一群地道的庄稼汉，

争辩的热潮鼓荡起伏。

农民生活在基层，

是人口最多的一族。

他们淳朴浑厚，

珍惜小康，而且知足。

犹如夜尽，初现烂漫朝旭，

犹如冬去，乍染一点新绿。

生活无忧，抛却多少烦恼，

心里快活，引吭高歌一曲。

农村美景恰如画一幅，

河渠纵横，大道车行速。

蓝天碧水听蛙鸣，

蟹塘虾池，莲荷香馥馥。

农家小院别墅屋，

四季花开，婆娑绿竹。

鸡鸣犬吠，菜鲜瓜香，

硕硕石榴枝头熟。

无边良田土肥沃，

机械耕作种五谷。

科学种田，巧治旱涝，

嬉笑声中喜收获。

当代农民最舒服，

不交粮税，国家常补足。

盘中鱼肉常常有，

子女免费受教育。

改革阳光普天照，

四海农民共沐浴。

受惠感恩，梦中常笑醒，

扪心自问：我们幸福不幸福！

那山芋、那萝卜
!

韩世凯

前几天，已近八十高龄的老母亲托人

从老家带了一方便袋子我从小喜欢吃的山

芋干给我，还嘱咐说：“山芋干吃多了对胃

不好，要细细吃……”言语当中似乎我还是

她老人家从前那个没长大的孩子。

山芋、萝卜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是我们农村里社员

们的主要“代食品”。因为那时粮食不仅产量低，而且少。人均口

粮每年也就三四百斤，而且都是没加工过的稻子和麦子。自然，

吃不饱挨饿的人也就不在少数了。为了能让全家老小吃上个饱

饭，各家各户都各显神通把山芋、萝卜做出各种各样的花式饭菜

来。

我的母亲有一双灵巧的手。家中没下饭的菜她就就着山芋、

萝卜翻着花样做。我印象较深的是“咸菜山芋羹”。就是把山芋切

成小丁丁状，然后和着老咸菜一起熬，这又当饭又当菜；还有就

是“萝卜响”。这是一般没菜下饭时的即时之作。就也是把萝卜切

成小块块后，抓把盐放在盆里抖一抖就能当咸吃了。吃起来确实

是“嚓嚓”的响，那“萝卜响”可真是名副其实啊！

我的母亲有一副聪明的脑子。为节约粮食做好饭粥，她变着

法子煮给我们吃。那时，早上大人要上工，我们小的要上学，早上

喝碗光粥自然是撑不到中午的。母亲舍不得我们挨饿就做起了

“蒸山芋、萝卜”。她用竹篾子编个比锅口小两圈的蒸垫，把洗净

的山芋或萝卜往上一放，底下烧着粥，上面蒸着山芋、萝卜。当我

们一边喝着薄粥，一

边啃嚼着那些有点能

让人经得住饥饿功效的山芋、萝卜时，母亲

的心似乎放下了许多。记得那小时候我们

的嘴馋，但又没零食吃，总是流口水。为此，

母亲就把山芋、萝卜煮熟，切成条块放在太

阳底下晒成干子。嘿，还真甜！那时感觉到

都甜进了心里。每逢我们上学时，母亲都会抓些山芋、萝卜干放

进我们的书包。这样既可解馋又可充饥，可谓一举两得。

我的母亲有一颗慈爱的心。我记得那时我们家难得的煮一

顿干饭，但煮饭时还是山芋、萝卜多，米活像个“药引子”少得难

见。锅一掀开，我们弟兄几个就“呼”的一下子围住了灶台，抢着

“挖米”，全把山芋、萝卜丢在那儿。母亲看着，从没责备过我们，

她自己便闷声不响地盛起山芋、萝卜坐在一旁吃着。后来，父亲

见我们弟兄几个煮饭时总是抢着“挖米”，就要我母亲把山芋、萝

卜切碎了和着煮饭，可母亲怎么也不肯。现在我才意识到，如那

样煮成了饭，我们弟兄几个是很难从中挖出米的了！

也许是母亲那时常年以山芋、萝卜为“代食品”，自个儿营养

严重不足的原因，至今还落下个终身难以治愈的“老胃病”，并且

时不时地折磨着她。为了治愈母亲的“老胃病”，我时常给她买点

药捎些营养品，她都手摇摇，对我说；“小伙，这些都不要买，现在

有米饭有米粥的，我的病早好了……”

其实，我心里很明白母亲的心思，她还不是怕增加儿子们的

负担？

我掂了掂母亲捎来的这袋山芋干，仿佛又回到了青涩的少

年时代，仿佛又闻到了久别的浸透了母爱的山芋、萝卜香。

地宝科沃斯
!

杨 杰

我属于不喜欢逛街进店、

却喜欢上网购物的淘宝一族。

闲来无事，打开网页，手

点鼠标，轻轻松松就进了许多

店，浏览了许多商品，不费劲

快递就将宝贝送到了家，还比实体店里便宜许

多。这不，最近又从网上淘得一件宝贝：地宝科沃

斯。

那天，我正在上网，忽然眼睛一亮，一个扫地

机器人宝贝跃入我的眼帘。机器人也会扫地？这可

是新鲜玩意儿。它的名字叫“地宝科沃斯”，科沃斯

是品牌，地宝是商家称呼宝贝的别称，它的真正名

字应该叫作智能清洁吸尘扫地机器人。

自古以来，扫地用扫帚。扫帚几乎是人们唯一

用来清扫地面的工具，千百年来一成不变。近几十

年，随着住宅条件的改善，居室出现了木地板、水

泥、瓷砖、大理石、花岗岩、地毯等地面，清扫地面

的工具又增加了拖把，近年来又出现了吸尘器，但

主要的工具还是扫帚，而所有这些清扫地面的工

具都无一例外都需要人的操作。清扫地面始终是

每天都得进行的“例行公事”，是许多小家庭大懒

支小懒难以推脱的烦心事，可以说是不算大但也

不算小的一项家务活。

我在家里也偶尔喜欢“表现”一下扫扫地，可

经常是招致夫人批评，“你看看，那个旮旯又没扫

干净”。是呀，哪能每次都扫那么彻底呢？尤其是大

厨底下、沙发后面，家具夹缝里，真是吃力不讨好。

现在看到“扫地机器人”，自然吸引了我的眼球。心

里想，如果它确能帮助我们打理家务，解决扫地难

题，那买它还是值的。研究了几天，看到淘宝客的

评价都是一致的好评，我不再犹豫，毅然下定决

心，拍！

隔了几天，快递送来地宝，打开一看，模样还

真可爱，靓丽可爱的色彩，圆圆扁扁的外貌，上面

还有荧屏和一些按钮，很是招人喜欢，恨不得立刻

使用起来。可是说明书上写得清清楚楚：首次使用

前必须充电12小时以上。没

办法，只好耐着性子充电，还

是先研究说明书吧。

第二天，特意起了个大

早，对宝贝进行“面试”，先将

地宝设定在“自动模式”上，看它如何表现。只见到

了预定时间，它便开始忙活起来，一会儿沿边清

扫，一会儿定点清扫，一会儿爬进大橱大床底下，

一会儿绕着桌腿转圈，遇到障碍会转弯，遇到台

阶，自动后退，也摔不下去……个把小时下来，几

个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更可爱的是，

干完活，没电了，它自己“上窝”，自动找到充电座

进行充电。然后到了下一次的预约清扫时间，它就

又自动出来扫地了。主人不在家也没关系，它任劳

任怨，“自觉性”很高，绝不偷懒。

不过，经过几次使用，我也发现了地宝的几

个“缺点”：一是它的“肚量”不够大，每扫两三天就

要把储尘盒里的灰尘倾倒一次。当然，这也跟地面

清洁程度相关。二是它的个子虽然只有不到10公

分高，我还是嫌它个子太高了，有些橱子桌子还是

钻不进去，害得我忙了几天，把所有低于 10公分

的家具都用小木片垫得高起来。三是它怕女人的

长头发丝和线头。有一次使用中地宝噪音突然增

大，我还以为是出了什么故障呢，经请教客服，去

掉缠绕在地刷上的头发丝后又恢复了正常。四是

有些旮旯死角还是扫不到，说明书介绍是可以覆

盖98%的地面，但依我看达不到，大约95%左右

吧。不过，“人无完人”，机器人也是“人”嘛，这些缺

点，比起它的优点来，完全可以接纳。

现在，地宝已经成为我们家庭不可或缺的成

员，扫地的活全让它承包了，家中地面也比过去干

净多了。扫地用上机器人，这是过去想也想不到的

事。几百至上千的价格也是广大工薪族能够承受

的。估计扫地机器人将成为下一波大规模进入我

们生活的家用电器。现代生活、智慧生活，将让你

我的生活更清洁，更舒适，更精彩。

误会
!

张纯玉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高邮

最北边与兴化县毗邻的某村有

一个赵姓人家和另一户董姓人

家，因蔬菜自留地界线的矛盾，

在村里闹得沸沸扬扬的，一个女

人闹得在地上乱打滚，一个老伴闹得要爬

河，差点闹出人命来。

赵家老小人口多，他的老伴是从外地

娶进门的，虽她比他大岁把岁，按农村习俗

说法，属相还相符，一个属马，一个属羊，挺

般配的。她出生在有文化的家庭，喝过不少

墨水，一手钢笔字写得胜过一般男的，性格

慢乎乎的，就是说话吐词不太清楚，她品行

端正，为人谦和，肚里能装得住好坏话，有

一定修养，她一般不发怒，但碰到什么冤枉

事，把她惹急了，九头牛都拉不回头，非搞

得鱼死网破，不服输。

董家一共四口人，养育两个千金，大姑

娘小名叫凤子，小姑娘小名叫兰子。董家老

伴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两家隔河相望几

步之遥，是一座木板桥拉近了他们之间的

距离，他俩虽不识字，但识时务，热情好客，

邻里之间关系相处得不丑，据说他俩自幼

相爱，不知怎么的，开始双方父母对他俩婚

事死活不同意，原因是俩人属相不合，一个

属龙，一个属虎，社会上流传一种迷信的说

法，叫龙虎斗，不能成亲，怕婚后的日子过

不到一块。但他俩就不信那个歪理，早就立

下誓言，瞒着父母订了终身，又在外放口

风，男的非她不娶，女的非他不嫁，双方父

母只有认同。婚后全家人小日子过得在全

村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他们对双方父母

亲都很孝敬。

赵家、董家同属一村一组，两家住得近

在咫尺，隔一条砖头街，董家下地里干活，

赵家门前是必经之路，平日里双方见面都

打声招呼，点点头问候两句，关系相处得还

能说得过去，特别是双方子女关系处得比

亲兄妹还要好，他们常在一起玩耍，捉迷

藏、踢毽子、跳绳、滚铁环、跳白果、弹球，从

未红过脸，斗过嘴。

有一年，生产队按人口重新划分蔬菜

自留地，真是无巧不成书，通过抓阄，他们

两家的号一前一后，紧挨在一起。当时的自

留地是种田人的命根子，家庭生活来源，经

济收入全凭它，是救命地。自从有了那块自

留地，双方根据不同季节种植不同的瓜果

蔬菜，培植其它一些农作物，可是赵家老伴

是从外地来的，对当地什么季节种什么缺

乏种植知识，又放不下面子，请教他人。她

灵机一动，隔壁邻居家种什么，她家就栽什

么，从下种、培育、锄草、移苗、补

苗、施肥、治虫，全借鉴董家老伴

的，结果生长出来的各类蔬菜一

模一样，时间长了，同长在一处

的蔬菜，分不清你家他家，唯一

能区别的就是双方交界处，有一

流水沟，流水沟因长时间日晒雨

淋，烂泥把水沟填满了，无法辨

认，只有凭印象。

有一天，是夏季的早晨，董

家老伴急急忙忙冒着小雨去菜

地里，拔些蔬菜回家，打算拿到

村里小菜市场去卖，在回家的路

上正好碰到赵家老伴，背着菜篮

子下河边去汰衣服。赵老太心想好天好日

的不下地，一大清早冒雨去地里拔菜，这里

面必有文章。赵家老伴左思右想不对头，赶

忙回到家里，丢下手中活，穿上蓑衣，头戴

斗笠，手持一根竹竿作行路拐杖，在雨天

里，赤着光脚丫子，一跐一滑地直奔蔬菜
地，她停下来一看，自家地里一片蔬菜不翼

而飞。她想，光有事实，没有抓住偷菜的人

不好下结论。

赵姓的老伴是有心计的人，她又想了

想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手脚不干净的

人迟早是要露狐狸尾巴的，时过数日，一个

晴天好日的大清早，赵姓的老伴要到隔壁

邻村亲妹妹家出人情，顺便从自家自留地

里挖些蔬菜带去，谁知起得早的却遇到不

睡觉的，老远就看到一个人又在她家的蔬

菜地里拔菜，这可气坏了赵姓的老伴，她轻

手轻脚走到跟前，拍拍正埋着头拔菜的人

的肩膀，说到：“谢谢你经常替我们家做好

事，我们家长了一大片蔬菜还没吃过一棵

呢，全被哪家缺德鬼、绝八代的、毛贼、不安

好心的给吃了。”董家老伴一听，觉得不对

头，她这不是指桑骂槐嘛。“大清早就遇到

个出言不逊的冒失鬼！”她也不甘示弱立起

身来给予了还击，双方语言针锋相对、互不

相让。赵家、董家家人闻讯赶来，各执一词，

都在为各家攀理，小事越闹越大，双方老伴

要寻死觅活的，赵家老伴提出来上法庭认

理，围观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就在这时，

来了一位在临泽法庭工作的人员，刚好来

村里办事路过这里。听完双方诉说后，走到

两家自留地拨开茂盛的蔬菜仔细一看，转

过身来，朝着双方家人苦口婆心地说：“你

们不要争了，不要吵了，都消消气，怪你们

双方粗枝大叶，谁都没有占谁的便宜，是你

们两家自留地里一条流水的墒沟被土掩盖

了，分不清界线，希望你们两家不要为这点

小事，搞得大人不愉快，孩子不高兴，在以

后的日子里，你们两家相处得要像自留地

一样，地连着地，心连着心，邻居好赛金宝，

都不要往心里去。”双方听后面红耳赤，羞

愧难当，低着头拉着子女回家了。

一场误会留给人们的教训是：我们做

什么事，要重调查，重研究，要分析，要冷

静，不能见到风就是雨，听一面之词，这样

既害人又害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