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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流转，总有一些人一
些事无法忘怀，在寂静的冬夜
里，在清茶一杯的热气缭绕中，
回眸往事，我的父亲总忘不了
那年那月的知青兄弟，一声兄
弟，一世情缘，一日结缘，一生
温暖。

拉开记忆的闸门，1968年
12月13日，12个北京知青分
到父亲所在的村庄插队锻炼。
这些正值青春年华的知青从大
城市来到小村庄，不会使用农
村的大锅灶，不会蒸窝窝头，料
理一日三餐都成了缠手的难
题。时任村会计的父亲负责对
接知青事宜，看在眼里，急在心
上，及时和村委会反映，村委会
很快牵头号召乡亲们有力出力，
有物出物，在困难的60年代盖
起了几间土瓦房，又选派村民帮
衬着做饭，解决了知青们的吃
饭、住宿问题，村民的善举给这
些背井离乡的知青带来冬日炭
火般的温暖。在那生活并不宽
裕的年代，淳朴善良的母亲也同
父亲一起力尽所能帮助着这些
远离父母的孩子们，往后的日
子里，一位知青小伙更是与父
亲结下了深厚的兄弟情。

这位小知青爱看书，而父
亲亦喜买书看报，劳作之余，他
常会来找父亲借阅书刊，共同
的兴趣爱好让他们成了促膝畅
谈的好朋友，他总是亲切地唤

父亲大哥，而父亲也从心底里
喜欢这个开朗上进的小弟。小
弟遇到衣服有需缝缝补补的
事，母亲总是及时相助，家里略
有改善生活，父亲总惦记着招
呼他过来……那年月虽没啥稀
罕饭菜，但一份真情却给清苦
的日子平添了许多温暖。

时光飞逝，眨眼到了1971
年，当地的公社办起了砖厂，这
位知青小弟又报名去砖厂干
活，先是学扣砖坯，之后又干起
了背砖重活，背上的砖高过头
顶，重量达一百四十斤，是极考
验人毅力与耐力的活。作为兄
长，父亲一边在生活上持续关
照，一边在精神上给予鼓励，以
身作则积极上进，日常喜读书
看报、勤于笔耕的父亲，也开启
了为省、市、县新闻媒体写稿十
多年的难忘征程。而这位知青
小弟也不负众望，在砖厂苦干
七个多月，出色的表现，深受干
部群众好评，并光荣当选公社
劳动模范。欣慰之余，父亲以
知青小弟的先进事迹为素材给
当地县办杂志投送了《砖瓦窑
上炼红心》的通讯报道，发表后
在知青中反响热烈，为当时的

知青们加油鼓劲发挥了很好的
作用！

天道酬勤，1972年初，这
名表现优秀的知青兄弟又被特
招进入当地一大工厂，成家生
女一干就是16年。十六年来，
为了让小弟在异地他乡感受到
家人般的温暖，有空暇父亲就
会带着母亲，拿上精心准备的
吃食，去看望他和家人，每逢工
厂有节假日，小弟也会带着妻
女回村相聚，两大家子人其乐
融融。即便1988年这位知青
小弟调回北京，空间的距离阻
碍了他们常聚的脚步，但书信
往来、电话相叙依然跨越山山
水水传递着情缘，如一坛老酒
绵长醇厚。

光阴似箭，如今的盛世中
国，一切都在飞速发展。四通
八达的高速路、高铁、飞机让交
通更加便捷，千山万水不再遥
远。便利的交通让父亲和他的
知青兄弟有了更多的见面机
会，当知青兄弟和家人自驾来
到山西，老兄弟俩一起把酒言
欢、一起景点观光……洒下一
路笑语，更洒满深厚友情。

岁月漫漫，真情永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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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那是一个深秋的傍
晚，我同往常一样，到楼下便利
店买零食，忽然眼前的一幕引
起了我的注意：一位农民工进
店，无比熟练地从货架上拿了
些生活用品后，便径直走向
了收银台。“老板再给我拿包
烟。”工人师傅从口袋里拿出
了30块钱放在柜台上。“好，
要哪个牌子的？”收银员说着
抬起了头，看到这位大哥，露
出惊喜的笑容。马上拿起抽屉
里一张10元钞票递给他。“大
哥啊，我等你都有一个多星期
了，终于把你给等来了……”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一个
多星期前，这位大哥在便利店
买了些生活用品后，同样要了

包烟，在往回收手的时候不小
心把一张钱碰落到了柜台与一
个小货架的夹缝里。而收银员
正巧转身在货架上取烟，收钱
时发现钱数目不对，便提醒他

差了10块钱。或许是因为工
作了一天之后有些疲惫，农民
工并未发现被自己碰落的钞
票，想着可能是自己的钱拿少
了，就又付了10块钱，随后拿起
自己的东西离开了。十几分钟
后，在下一位客人的提醒下收

银员才发现掉在地上的10元
钱。晚上，老板调出了店里的
监控，才发现原来是那位农民
工大哥遗落在这儿的，便想着
一定把钱还给他。没有联系方
式，这一等就是一个多星期。

农民工大哥了解事情的
经过后，接过了钱并向收银
员表达了感谢，开心地离开
了，收银员也露出了灿烂的
笑容。

故事很小，10块钱也微不
足道，但其中蕴含的诚信精神
弥足珍贵。诚信不分大小、不
分地点、不分对象，都是人们最
为宝贵的品质。诚信是每个人
生命当中必不可少的一缕阳
光，照亮着人们前进的脚步。

我喜欢读书，无论工作多
忙，日常琐事多么令人烦恼，只
要一有时间，我就捧起一本书静
静阅读。读书是我的最爱，特别
是在阅读《红岩》《革命烈士诗
抄》等红色经典的过程中，通过
文字开启心灵之旅，与英雄对
话，让我的人生之路走得更加坚
定，更加自信和豪迈。

上小学的时候，家乡还没有
广播电视。由于自己识字量太
少，再加上乡下书籍奇缺，跑上
十里八乡找到像《小八路》《铁道
游击队》等充满革命精神和英雄
主义的连环画，绝对是一种精神
享受。

上中学的时候，有个亲戚
家有很多藏书，而且大部分都
是红色典籍。这是我幸福时光
的开始。我如饥似渴地读了
《青年近卫军》《红岩》《青春之
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书
籍，从中品味着激情和感动。
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

我白天除了完成学业和家务外，
晚上就蜷缩在昏暗的油灯下，通
宵达旦。母亲看我老是熬夜，心
疼不已，多次在下半夜来敲门催
促我早点休息。

上班后工作之余读书成了
我打发时间的最好方式。像读
了《雷锋的故事》《把一切献给
党》等这样正能量的书籍后，雷
锋、吴运铎的事迹时刻感染和激
励着我，尤其是雷锋“做一颗永
不生锈的螺丝钉”的金子般的精
神和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的
崇高品质让我振奋，引起我的共
鸣。我一直把雷锋、吴运铎等作
为自己学习的榜样，在日常工作
中干一行爱一行。虽然没有做
出惊天动地的业绩，但都能认认
真真、兢兢业业，圆满完成各项
任务。

驻足在已读过的书前，看
着那一本本熟悉的书籍，回味
书中的真谛，此时，我真正能体
会到读书是一种满足和幸福。

一生最爱是读书
文│武玉芳

一声兄弟，一世情缘
文│闫慧娟

童年时代的往事，大都随
着岁月如流水般逝去而变得模
糊。年龄像风筝一样一个劲飘
升，但小人书的丝线却一直扎
在心灵的深处，不曾断开。有
时，竟变得越来越浓烈，甚至白
热化了。

我的童年是在太钢宿舍度
过的。那时，最吸引人的课外读
物当数小人书了。记得小伙伴
们大都有两三本小人书，时不时
地在一起相互炫耀，而我却在很
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心里很不是
滋味，甚至有些愤愤不平。曾试
着向父亲探问能不能给买两本，
却被以“只买课本、作业本，买别
的没用”为由否决了，沮丧了好
一阵子。我暗下决心，要通过自

己的努力拥有小人书。
第二年儿童节，太钢子弟小

学要举行体育比赛，奖品正是令
我眼馋的小人书。于是，我便选
择了擅长的跳绳，起五更睡半夜
地练个不停。比赛时，竟然拿了
个亚军，一下子有了两本属于自
己的小人书——《钢铁是怎样炼
成的》上下册。那一夜，我枕着
小人书进入了梦乡。

从此，一有时间，我就拿出
包了书皮的小人书看。仔细地
读字，认真地看画，小心翼翼地
翻页，生怕弄脏了。

童年的小人书情结，使我养
成了良好的读书习惯，特别是到
太钢参加工作后，读的书虽然渐
渐多了，但我始终放不下对童年
小人书的情结。诚然，不排除有

“雾里看花”的成分，但不能否认
小人书对一个人成长产生的潜
移默化的影响，至少积淀了人生
宝贵的经历。

童年的小人书
文│ 苗太风

10块钱的等待
文│姚志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