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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经理（小小说）
!

韦志宝

二娃子在业务所工

作已经 40个年头了，还

有两年就要退休，他感叹

自己带徒无数，却与做官

无缘，快要60岁了，依然

得不到提拔，做了一辈子“兵头将尾”，大家都

称呼他为“老班长”。原来做村电工的徒弟，虽

然只有初中文化，现在也是所长了。据说所长

还有另外一个称呼“经理”，不仅名声好听，工

资也涨了好几百块，公司每年还要邀请所长

家属们召开协管会、通报会、座谈会，二娃子

老婆至今还未进过公司大门，而徒弟的老婆

居然成了公司的常客，并且有了许多头

衔———廉内助、贤内助、老板娘、经理夫人。

二娃子觉得很憋屈，心中始终不能迈过“师不

如徒”这个坎。

二娃子工作很卖力，文化水平高，技能等

级优，群众基础好，协调能力强，对看不惯的

事情也从不打“马虎眼”，他常挂在嘴边的口

头禅是“工作就是斗争”，坚持原则而不分场

合、不给面子、不讲交情，不做“老好人”，按理

应是所长的不二人选，长期以来偏偏没有哪

个“伯乐”相中这匹“千里马”。二娃子也很想

担任所长或者经理，虽然嘴上总是说把所长

让给年轻人干，而心里头还是惦记着所长岗

位，他常想，担任所长至少也能让自己的老婆

刮目相看，起码有机会能让她到公司开开会，

露露脸，风风光。毕竟人人要脸、树树有皮，省

得老婆责怪自己“丈夫无能妻受罪”。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

夫”。这天，公司通过所长传达了一个口信，规

定所有专职、班长、所长都要担任值班经理，

二娃子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真的会担任经理，

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他把这个消息首先告

诉了老婆，老婆以为他穷

开心，压根儿也不相信。

其实值班经理究竟是什

么角色，连二娃子自己也

不清楚。他查阅了省、市

公司所有文件，也没有值班经理的工作标准

或者管理规定，更没有明确值班经理的级别、

待遇，二娃子寻思着这一定是公司的新举措，

不管怎么样值班经理称呼要比班长“牛”，总

归拔高了，自然待遇也会好转，说不准也能让

老婆沾沾光，以经理家属的身份很荣幸地参

加公司会议见见世面，届时自己在老婆心中

的地位就会提升。想到这，二娃子有一股莫名

的冲动，那一夜兴奋得几乎没有合眼。

周五上午，二娃子第一次履行值班经理

职责，他佩戴“值班经理”胸卡直奔营业大厅，

从早上8点一直工作到中午12点。期间遇到

许多前来办理业务的熟人，二娃子总是习惯

地站起来主动打招呼，“值班经理”胸卡在阳

光的折射下格外抢眼，“二娃子，你当经理

啦？”“还是二娃子有本事！”……面对人们的

羡慕、赞美，二娃子笑得合不拢嘴。

很快到了发工资的日子，二娃子兴奋不

已，因为他清楚经理的工资要比班长高出0.5

个岗位系数，仔细算来从这个月开始每月至

少增加720块钱，他想瞒着老婆用这笔钱聚

一次餐，给家人一个惊喜。可是手机信息显示

他的工资仍然是班长的薪酬标准。二娃子不

相信，他打电话向公司咨询，公司给他答复：

值班经理不假，班长待遇也不错。

二娃子这时才明白，值班经理其实不是

什么官，既不涨工资，也不晋级，更不是提拔，

仅仅是一个做事的头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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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是个乐天派
!

朱玲

我公公是个乐天

派，74岁的人了，整天

乐呵呵的，活像拾到个

金元宝。其实了解他的

人都知道，他遇到的倒

霉事并不少，但是他总能看到事物的光亮

处，找到乐子。

有一次，婆婆要买幅窗帘，公公兜揽了

过去说：“我有个熟人，找他买，包管好。”这

是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可他买回来的崭新

窗帘上面却有个洞，婆婆气不打一处来，让

他换去。他执意不肯，说：“你用缝纫机补一

下不就行了。窗帘都是定做的，退回去，你

让人家怎么卖？”婆婆哭笑不得，只得戴上

老花镜，翻出丝线，使出年轻时学的本领，

在破洞处绣了个蝴蝶。有人来玩，公公就指

给人看：“你看我们家老太婆的才艺多好。”

婆婆也乐了。

去菜场买菜，有熟人拉他买了块猪油，

回来交给婆婆。婆婆展开一看，里面夹着厚

厚的泡囊肉。婆婆让他退去。他说：“不就七

八块钱的事嘛。少吃几块肉就在里面了。肉

不能多吃，吃多了血脂高。人家做生意也不

容易。”说着哼着扬剧扬长而去了，婆婆咕

哝几句也就算了。

公公年轻时在乡下医院上班。有一天，

一个自称河南人的人，挑着几匹布来到医

院，发愁地说：“刚出来卖布，可家里来电说

老母亲病危，急等钱用。本来卖50元一米

的高档呢子，现半价不到，20元就卖了。”

见他说得分外可怜，公公他们几位老医生

商量，不如买下来，再30元卖给小贩，自己

赚了钱，还解了人家的燃眉之急。于是几个

不知稼狩生计的人，从单位借了钱，每人买

了600元布。自以为赚了一笔香烟钱，谁

知，经行家一看，却是几元钱一米的化纤

布。做衣服起球，当地毯不吸尘吸水，没甚

用场。婆婆气得扔在墙旮旯与垃圾为伍。公

公却说：“人家母亲病

危，我们捐的是救命

钱。”瞧，天真得像孩子，

真拿他没办法。

他一天到晚挺忙

的。一下班，不回家，在外面替别人张罗事

情。婆婆说：“忙来忙去，也忙不到个钱。”为

人家说媒、找工作、买房等等，中介做的事，

他都做，中介不做的事，他也做。比如为人

家看病介绍名医。他做事从来不收分毫，有

时还贴上酒水钱。他替几个朋友介绍买的

房子当初买的时候几万元，后来都暴增到

一百多万元。可他从来没想过自己换套房

子，自己至今窝在那套破旧的拿不到房产

证的小产权房里。老公说他爸，心里只有别

人，没有自己。婆婆补充说，还有共产党，尽

管他不是共产党员。

很多年前，他装了个水空调。他从报上

偶然看到，装水空调的，要收地下水资源

费。下午他就主动到水利局要交钱。人家莫

名其妙，文件还没传达，根本不知道用什么

票据收，收多少钱。他拿出报纸，指给人家

看，硬要人家收了50元钱。

公公的笑点很低，一点儿小事他能乐

半天，而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欢乐的发光

体。

今年除夕，吃年夜饭的时候，趁着酒

兴，他说：“今天在浴室洗澡遇到一件怪事。

我明明带了两条毛巾去洗澡，洗完后，穿好

衣服检点衣物时，只剩一条了。到处找，就

是找不到，跑堂的、甚至陌生的浴客也帮着

找，还是找不到。你们能替我破这个案子

吗？”我们面面相觑，说，找不到，算了，一条

毛巾罢了。谁也没当回事，就过去了。正月

初七，他再次去洗澡，脱去衣服，一条毛巾

从身上赫然滑落下来。他愣了一下，悄悄把

毛巾塞进包里，没作声。后来婆婆把这件事

当笑话讲给我们听。

邻居相处有学问
!

葛国顺

人生活在社会中总要与人

相处，处个好邻居，交个好朋友，

那是这辈子的幸福。都说邻居好

赛金宝，远亲不如近邻。这话一

点也不错。这么多年我先后在城

乡搬过8次家，相邻也有几十户，真实感受到邻居

相处好也不容易，这里面的确大有学问。

以诚相处。想当年在老家，那时乡风淳朴，我们

邻居间总像一家人一样，吃饭时总要捧着饭碗走门

串户，遇上邻居家有什么好吃的菜，总是应主人之

邀，毫不客气地搛上两筷子尝尝。谁家农活忙了，就

把小孩子丢给邻居，大门钥匙也丢下来，放心得很，

根本没有多少戒心。哪像现在城上有些人家，出门一

把锁，老死不相往来，有的相邻住了多少年还不相

识。

真情相处。邻里相处时，谁家没有个难事，只要

做到相互帮助、相互照应，就能危难之处见真情。记

得十多年前才上城那会儿，我的孩子在城上就业

了，我们还在乡下工作，当时还是商品房，孩子晚上

回来迟，经常吵着楼下的住户。听到反馈信息后，我

主动上门打招呼，一方面教育孩子多注意，一方面

请邻居多关心。时常上城还与邻

居聚会互动，增加感情交流；有

时还互换花草，切磋养花经验，

等等，这些看起来是一些小事，

但相处起来就感到自然。谁家有

难处，帮人帮到位。

用心相处。邻居相处，时常也会有磕磕碰碰的

不和谐之音，那就要学会包容，多理解、多谅解，遇

事不斤斤计较，消除隔阂，化干戈为玉帛。有件事让

我刻骨铭心。记得那是2002年春季的一个中午，我

下班回家吃饭时，看到晒在阳台上的被子上面出现

黄斑点点，举头向上看，原来是5楼一家晾晒的大

梗子咸菜在向下滴水。我顿时火冒三丈，立即上楼

去问个仔细，原来是主人的老娘年岁大了，眼睛也

看不大清楚，还像在农村一样，以为随意晒没事的，

也没向下看邻居有没有衣物在外面就晒上了。一听

说此事，主人很是过意不去，连连赔不是，我的怒气

不知不觉地也消了。

邻里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是文明社会的一个缩

影。

别陷入生活的泥潭
!

高晓春

那天晚上，微风吹拂，我

与邻居小竺外出散步。我们

边走边聊，性情直率的他说

出一则让我内心震撼不已的

故事。他亲戚原是一家服装

厂的老板，有房有车，生活幸福，妻子温柔贤慧，儿

子聪明伶俐。近年来的苦心经营，手头上有了一定

的积累。在一次酒会上遇见一女孩子，起初双方印

象不错，觥筹交错后彼此留下联系方式，渐渐日久

生情，便成情人关系。开始他们偷着约会，妻子仍不

知情，后发展成金屋藏娇。谁知，他遇上了外表如花

似玉实则心怀叵测的女人。前段时间，她谎称自己

怀孕了，他大把大把地花钱不说，她还逼他回家与

妻子离婚，搞得他心烦意乱，焦头烂额，也伤了他妻

子的心，让原本恩爱的夫妻俩变得形

同陌路。

他亲戚原本阳光开朗，帅气潇洒，

却被这件事搞得灰头土脸，精神恍惚，

常常借酒浇愁，无心经营企业，生意变

得惨淡起来，陷入了人生的沼泽地，难

以自拔。小竺面色凝重地说着，转身叹

了口气，从他的语气中，我能感受到其

亲戚现在的处境。

大约两周前，我在下班回家的路

上，见到一家“炒锅店”门口围了一群

人，好奇心使我停车驻足观望。其间一

位长相标致的少妇在破口大骂其丈

夫，说他好吃懒做，日夜赌

钱，家中卖小猪的一千元也

不翼而飞了，孩子上学都没

钱……少妇边说边抹着眼

泪，旁边有人劝导她，算了，

他好赌，也没办法，夫妻不要吵嘴，影响家庭。这一

说，那少妇哭得更凶了，仿佛所有的委屈尽在恣意

流淌的泪水中。

此时，那位浑身烟味、头发凌乱目光呆滞的丈

夫站在那儿一言不发。倒是一位头发花白的长者的

几句话让在场人深受启迪：“年轻人，你老婆抱怨

你，责任全在你啊！你陷入赌场，赌博就像只害人

虫，时时浸染你的灵魂，让你养成不劳而获、好吃懒

做的习惯，赶快戒赌回家好好过日子。”说完，老人

拍拍他的肩膀，从人群中折身去了。

我目送着老人的背影，心中五味杂陈。人生固然

有许多不测，或有旦夕祸福，比如突如其来的车祸，

会让家人饱尝痛失亲人的伤悲，但有许多事情是自

己可控制的。联想到那天小竺讲述的服装厂老板陷

入婚外情的故事，到今天亲眼所见夫妻因赌钱引发

的家庭纠纷，都是他们因不健康的心灵而陷入生活

的泥潭，引起不必要的纷争麻烦，让自己遭受痛苦的

煎熬，变得身心交瘁、疲惫不堪，甚至于遭受世人的

冷嘲热讽，真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啊！

生活中，我们应该于宁静中拂去心灵的尘埃，

拔掉荒芜的杂草，少一些浮躁，多一些淡泊，崇尚简

单而快乐的生活，让人生更有意义。

扫出来的尴尬
!

陈惠萍

晚上，席间，因为是难得一

次的团圆，小字辈们聚在一起，

推杯换盏间，家中久藏的几瓶好

酒一下就见了底。望着这些孩

子们的壮志豪情样，六十多岁的

舅舅在一旁搓搓手，站起身，似下了好大的决心，

折回房间，取出一瓶包装精美的葡萄酒，放到桌

上。一见是酒，几个孩子立刻来了精神，个个将脖

子伸出老长，瞧着。舅舅又拿起酒瓶，自豪地笑着

介绍道，这酒呀，是去年“五一”时，小冯带回来的

（小冯是舅舅的儿子），我可是几次拿出来，最后

都没舍得打开呀。听舅舅这一说，这几个外甥眼

睛都瞪圆了，望着酒瓶上精美的外文商标，啧啧

赞叹舅舅的福气。

不知是谁的一句话提醒了大家，这酒的价格

可不菲吧？其中一人已掏出手机，其他人立马怂

恿，扫一扫吧！此时的舅舅也是乐呵着，等待着大

数字的出现。就那么在条形码上一晃，出来了，十

九元七角。像一瓢冷水浇着了大

家，舅舅很是不信，咋会呢？嘴里

嘀咕着，小冯可是跟我说有几百

元呢！抓着酒瓶上下打量着。就

这样，大家喝酒的兴致顿减了下

来，热热闹闹间，很快结束了这次聚会。当然了，

舅舅的这瓶葡萄酒终究没人再有兴趣打开。

人散了，舅舅看着桌上的这瓶葡萄酒又是一

会儿发愣，手指轻轻抚摸着烫金的外包装，终于

释然，儿子小冯告诉他的价格肯定是对的，瞧瞧，

这包装定也值上好几文吧！这酒吧———好了，也

不用多想啦，放放，这价呀，能升的。但看看眼前

这瓶酒，舅舅的神情又有些黯然。

就这样，舅舅一人在饭桌前自语着，有些昏

花的双眼，这回终于抵不住刚才那些孩子们的折

腾，一向幸福骄傲的眼神，此时也点缀了些晦暗，

这孝心呀，孝心……

现代科技咋就那样的不留情面呢？

儿子攒钱记
!

胡迎兰

六岁的儿子，昨天突然萌发

了对钱的渴望，在晚饭前宣布：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听好了，以

后我想做家务事挣钱！”并且自

说自话：“擦桌子三块，扫地五块

……”

嘿，好家伙，这价格也太高了吧！“不行，太贵

了，擦个桌子就三块，钱哪有这么好挣啊！”我抗

议。

“是呀，这样子给法，我们哪吃得消！”爷爷也

附和。

“不贵不贵，一点也不贵，就要这么多！我要

攒钱买酸奶呢！”儿子坚持。

“哎呀，就这么执行吧，看他劳动做得怎么

样，你们别打击孩子积极性了。”奶奶一向最宠爱

孙子了。

好吧，既然婆婆这么说，加上孩子又不会乱

用钱，我也就不较真了，姑且试

试看吧。

当日晚饭后，小家伙就主动

拿块抹布擦桌子了，挨着个地从

左向右抹，还真像那么回事，够

不到的地方转到另一面去抹，还蛮细致的呢。

好，奶奶一高兴立即给了三个硬币。

他拿出一个装零食的空罐子，把三块钱放进

去，高高兴兴地抱着罐子一路叮叮当当溜进房间

去藏起来。

老公说，这样也好，可以让他学习认钱、用

钱。不禁想起上次在办公室，一同事说，她的儿子

上一年级了，练习册上一条作业问“十元等于几

个五元”，孩子答“十个”，同事顿时抓狂。是呀，孩

子没接触过，怎么会回答呢，生活才是最好的课

堂。

第二天晚上回家，儿子主动拿纸笔让我给他

听写拼音，因为我们约定听写全对的话奖励两元，

小家伙在抓住一切机会攒钱呢。听写十个词组果

然都对了，好吧，该我掏钱了。我故意拿出一张五

元的纸币，说：“妈妈没有零钱了，给你找零吧。”

小家伙闭着眼睛算了算：“嗯，好，找你三

块！”说着从存钱罐里拿出三个硬币给我。

“呀，牛儿真棒，不仅会认钱，还会找零钱

呢！”在我们的夸奖声中，孩子的小脸上那自豪的

神情特别生动，特别让我们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