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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下班走进小区大院，一股刚割
过的青草香味扑面而来，虽已是初秋，百
日红依然灿烂地盛开着，我心头正涌着

“岁月静好”的喜悦，旁边一个声音问：
“闺女下班了？”

原来是同楼的张大伯提了大兜小兜
的菜，压得肩膀沉甸甸地往下坠着。我
赶紧帮张大伯提着一些，两人一起往前
走，抬眼看见道路右上方挂着一横幅，是
关于社区办医保的，我顺口说了句：“这
个可以吗？”不料，却打开了张大伯的话
匣子：“可以，可以，我就是在社区办的，
一年才交 100 多元，前段时间我腿疼住
院，医疗费大部分都报销了呢。”

这倒是个好消息，因我刚换工作，新
单位不交医保，我正为此事犯难，张大伯
听了更给力：“就在咱们社区办，闺女，你
上班忙，我帮你办。”

因为帮张大伯提了一次菜，却使我
愁心的医保尘埃落定。

看来确实“近邻胜远亲”。众邻之间
的关系越来越融洽，大家遇事相互帮忙。

有一天，准备上班的我肚子疼痛难
忍，刚好碰见邻居“小李子”，见状他急忙
把我送到附近的医院。经检查是阑尾
炎，没想到医疗费可以走居民医保，正好
符合参保一年报销的条件。

心里感谢张大伯，也感谢社区，赶
上我侄子结婚，我就给社区工作人员
送了几包糖果和水果。没想到侄子婚
礼上，一支敲锣打鼓的乐队送来了一
套床上用品——一条鸳鸯被和一对鸳
鸯枕，原来是社区工作人员送来对新
人的祝贺。在场的人除了喜事呈现出
的喜悦，还有一种异常的兴奋，我知
道其中有感动，也有幸福。

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开第五大
街45号院 杜玉芝

将近八十岁高龄的父亲，眼不花耳不聋，看
得真切，听得清楚。平时除了骑上三轮车到田间
看看庄稼，就是收拾小院。每当课余时间，我打
电话给父亲，父亲总说，家里都好呢，不用你担心。

小院门口有一棵桐树，以一个守望者的姿
态，注视着小院，风雨无阻。几十棵竹子依然
很旺盛，渲染着坚韧的气氛，能让整个小院都
变得活跃起来。小院南边的一小片空地，父亲
种了几架丝瓜，有几棵把头都探到了小厨房的
顶上，在那里安家落户，开花结果。

最值得回忆的还是小时候的过年，在小院
里的空地上，用三根竹竿儿去起一个三角架
子，父亲每年都买回一箱鞭炮。我胆子小，不
敢放二踢脚，放鞭炮也得在父亲支好的架子上
挂好，再用一根长长细木棍点着，才开始噼里

啪啦地放。整个小院里全是细碎的鞭炮纸屑，
像是开了一地的红花。当正月十五放完最后
一挂鞭的时候，又意味着一个新的春天到了，
小院又开始了一个新的轮回。

我如同是小院里父亲放飞的一只鸟，
飞出了小院，飞出了家乡。但是，我知道，
无论我怎么飞，飞多远，都飞不出父亲召唤
的眼光。人到中年以后，我每次回到熟悉
的小院，都会发现，父亲竟然有着与我相似
的地方：在校园里我写教案、写文章用笔、
用电脑，而父亲打理小院用的是铁镐是锄
头；我收获了学生们的问候和一篇篇博文，
而父亲则收获了儿子的回报和一个个水灵
灵的丝瓜蔬菜……有花有果，内容丰富，多
么像是一篇小说，情节曲折；那些挂在平房

檐下成串的红辣椒，青红相间，多么像是一
首诗歌，辣味十足；那落满小院的树叶，无
牵无挂，多么像是一篇散文，从容闲适。

有时候，周末回到农家小院，我会把一些发
表在报纸或者杂志上的文章读给父亲听，父亲
一边抽着烟，一边很认真地听我读那些有关回
忆我少年时代的文章。等到我要走的时候，父
亲就会把他培育的一些新鲜蔬菜让我们带走。

每每细细品味父亲的小院，竟然发现，我
们有许多共同的地方：父亲在小院里耕耘着蔬
菜作品，我在校园里教育着学生，写着博文，二
者都带有泥土的味道。如果非要找出父亲与
我不同的地方，那就是父亲比我更有真生活。

父亲的小院，竟让我如此魂牵梦萦！
郑州市第八十八中学 刘文玉

丰厚的回报

[ 征文选登 ]

幸福，不在于财富的积累，而在
于平凡生活中一刹那的发现。

由于工作调动，我离开老家已经
整整9年了。除了重要节日，我很少
回老家，即使有事情回老家一趟也都
是去也匆匆回也匆匆。今年我有幸
又回到了离老家很近的一所学校，所
以回老家的时间便多了起来。

金桂飘香的八月，正是秋收的
季节，我和家人一起回了一趟老
家。一路上，我记忆中凹凸不平的
小路，满大街的粪堆，飞扬的尘土，
不知何时已经成为历史。今天，我
惊奇地发现：路两旁种满了小树苗，
它们在秋风的吹拂下哗啦啦地唱着
动听的歌曲；农田里一棵棵玉米如
一名名战士挺立着。透过车窗，我
尽情地欣赏着丰收的田野，深深地
感受着收获的喜悦。

这些还不是最美的，让我感动和
难以忘怀的是村头的那一幕幸福。

刚进村头，那间在四周楼房映
衬之下，灰灰秃秃的小屋便呈现在
了我的眼前，斑驳的墙壁显示了它
所历经的沧桑。小院的门口坐着一
位头发全白的老太太，衣衫整洁，头
发被打理得整整齐齐。如果不是眼
神呆滞，左手不停地颤抖，你根本不
会想到她是一名偏瘫患者。此时，
儿媳正端着碗坐在老人的对面，一
脸的微笑，一勺一勺地喂老人吃
饭。我虽没有听到儿媳对婆婆说些
什么，但我想句句都是暖心窝的话
吧！因为我真切地看到了老人脸上
的幸福。

我们的车继续前行，可我的心还
被刚刚遇见的那一幕幸福深深地感
动着：是呀，社会在进步，人们的精神
文明也有了质的飞跃，我们农村也会
呈现出一片和谐天地。

新郑市郭店镇张辛庄完全小
学 田永珍

遇见幸福
征文主题：以“幸福家园”为

主题，反映社区生活、社会和谐，
展示群众的幸福生活。

参赛对象：我市社区居民、
村镇居民均可参加。

主办：郑州市委宣传部
承办：郑州晚报
征文要求：
1.要求作品思想健康，内容真实，语言简洁生动。
2.作品体裁不限，提倡使用微博体等新型表达方式。

文章内容要求真实，立意积极向上，紧扣“幸福家园”的主
题，展现我市人民的和谐生活。题目自拟。

奖项设置：
本次征文活动将组织有关领导和专家对征文进行评

选，评出一、二、三等奖若干名，优秀作品奖若干名，颁发荣
誉证书和奖品。

投稿方式：
征文可通过电子邮件332126721@qq.com投稿或邮递

投稿，稿件请注明作者姓名、地址、邮政编码、电话及“幸福
家园”征文字样。

“幸福家园”征文活动启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