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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随着节奏扭起来啊。”随着一声吆
喝，几十位大爷大妈舞起手中的扇子和缎带，
跟着音乐扭起了大秧歌。这是新华路社区秧
歌队为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正在排练
自编自导的文艺节目。自从社区建立以来，
一群文艺爱好者在社区物业公司的支持下组
建了秧歌队、锣鼓队、腰鼓队等文艺团队，使
社区这个大家庭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同时也
增进了邻里之间的交流、沟通。

“以前打麻将、闲聊天，现在每天跳交谊
舞、扭秧歌、打鼓，业余生活特别丰富。”每天
早晨，住在新华路社区的王大妈就换好衣服，
拿上水杯，搬着小板凳到指定地点，先放音
乐，安排大家跳一会儿交谊舞，然后再换行头

召集队员练秧歌。“接着我们还要排练锣鼓。”
今年64岁的王大妈很健谈，她自己年轻的时
候就是村里的文艺骨干，之后又一直从事社
区工作，退休后，搬进了宽敞明亮的社区。她
和几位邻居聊天的时候，大家都说要是有人
组织做点儿什么就好了。大伙的想法和王大
妈一拍即合，王大妈立即联系以前的老邻居，
组建了“夕阳红秧歌队”。王大妈说：“我们现
在是想唱就唱，想跳就跳，大家不出社区就能
聚在一起,甭提有多高兴了!”

社区活动这么红火，离不开物业公司的
大力支持，物业公司为锣鼓队、秧歌队购买了
服装，为他们提供了排练场地。社区文艺团
长还邀请我元宵节的时候过来看他们表演。

她说，那时候才热闹呢，秧歌、旱船、腰鼓等街
头展演精彩不断。社区的各个表演队还经常
参加基层街头文艺活动，红玫瑰鼓乐团还被
评为“文化活动特色队伍”并多次代表社区参
加市里的重大活动。

除了锣鼓队和秧歌队，腰鼓队、扇子舞
队、太极拳队都积极活跃在社区当中。社区
还举办了“爱心使者”、“学雷锋”便民服务等一
系列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建设和谐家园的活
动。“办文化活动就一定要贴近老百姓的生
活。”社区领导说，他们就是希望能通过这些活
动让大家互相交流，增进感情，强身健体，同时
促进整个社区的安定团结，丰富社区居民的
业余生活。 新郑市和庄镇韩庄小学 王松林

我们社区有位90岁老人，她一生养育了
三个儿子一个闺女。大儿子和姑娘到西藏参
加工作了，支援边疆；老二随着自己的儿子去
了福建；老三生活在郑州，长期有病。现在老
人单住，虽然三个儿子多次要求接老人去住，
但都被一一拒绝，他们也经常会抽时间回来
陪陪老人。老人说，习惯了这里，喜欢这个社
区，哪也不去。

虽说老人已经 90 岁了，可眼不花，耳不
聋。老人整天乐呵呵的，并不寂寞，相反生活
规律、幸福。

她每天6点起床，围绕小区坐坐走走，欣
赏欣赏花草，慢悠悠地转上几圈。执勤的社
区保安们见到她，都会对老人问寒问暖，并主

动上前搀扶，让老人慢点，多歇息。再走一段
遇上同自己熟悉的老姊妹聊聊天，和社区
的晨练队员打打招呼，说说这两天社区的
有趣事、稀奇事等，玩上两个小时，然后回
家做顿早餐一吃，接着看看电视，听听新
闻，小憩一会儿。到了下午，到社区里转
转，看看孩子们荡秋千，捉迷藏，自己也仿
佛回到了童年。

老人的面色好，神情好，从不把自己当老
人，遇事想得开。她常念叨，环卫工人不容
易，可别乱扔垃圾；社区门口卖西瓜的瓜农多
难，带着孩子睡在路边……她会主动买些瓜，
分给工资收入低的保安来为他们消消暑。

社区里的卫生服务中心每周两次为老人

测血压、量体温，邻居们为她送些自己门前
种的青菜等，对门的也常来看望、关心老
人，社区的工作人员还时不时为老人晒晒
衣物，做些家务。有了事情她喜欢找社区，
她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在“居委会”工作过，就
是没文化，现在服务好了，居委会的名也改
了。“现在社区服务好，配套好，有卫生所，
活动室……好着哩。”老人开心地给我们讲
她现在的幸福生活。

是啊，人是老了，身体好，社区好呀！完
善的社区机构，全面周到的社区服务，贴心的
邻居，多人关心，多人照顾，“自己过”，好！老
人每天都很开心，她说，这就是幸福。

郑州市金水路42号 高新玲

今年春节后，为了孩子上学方便，我们把
家搬到了位于东开发区的理想城小区。孩
子就在小区门口的朝凤路小学上学，她每
天早上迎着朝阳开心上学，中午在午托班
里吃饭写作业，下午踏着夕阳满载而归。
看着孩子天天高兴的样子，我们和很多家
长一样很开心。

小区环境很好，绿树成荫，楼房错落有
致，高低和谐；小区卫生整洁，物业也很到
位。小区中间的人工湖，岸边是石头砌成的，
曲曲折折自然回环，湖边垂柳依依，岸上是鹅
卵石铺的小路，走在上面像走在按摩器上，舒
服惬意得很。偶尔有小孩子光脚走在上面被
小石头硌得直咧嘴，满面笑容的老奶奶笑着
说：“穿上布鞋，走在上面才舒服，才不硌脚。”
孩子会意地点点头，揉揉脚板回家穿鞋去了。

湖水悠悠，荷叶田田，金鱼嬉戏其中，观
者流连忘返。欣喜的孩子们还拿来面包饭
团类的来喂金鱼，湖边的欢声笑语久久不
息。老人们有的坐在椅子上看着欢快的孩
子们欢闹；有的推着童车走在平整的路上，
童车里的孩子在梦中荡漾着天真的微笑；有
的老人背着孙子，手里掂着孩子的玩具走得

大汗淋漓。其乐融融的场面让人好感动，好
感动。

来到理想城这段时间，这里适宜的环境、
地理的优越让我体会到了幸福家园的幸福
之处:出了小区往南走 200 米就是丹尼斯超
市,购物很方便吧；向西南走 300米是航海路
文化广场，也很文化吧；上周末在广场上观
看了河南首届陀螺大赛，来自全省各地的陀
螺朋友一展风采，还看到了一个 78 斤的大
陀螺呢；向南走 500 米那可是我最向往的地
方——航海体育场——我们建业足球队的主
场，离得近，建业主场的球赛我是每场必看，
上次建业3∶1干掉广州富力队真得劲啊；向
西顺着航海路走500米是巍峨高大的中原福
塔啊，388米的铁家伙啊，吸引老外都来爬福
塔，那天俺是走着路慢慢悠悠地就去看他爬
福塔；文化广场南边是绿树成荫、草坪如毯的
公园，过了公园是高尔夫球场，公园的西边是
碧波荡漾的七里河。如此的环境怎么不让我
驻足流连呢？春天的时候我看桃花盛开，观
樱花芬芳，河边垂钓的人们是那么专注，闲适
恬淡春风美啊；夏季最热的时候，躺在大树
下，听知了的聒噪，看树影婆娑；而今是初秋

了，走在林荫小道上，任枯黄的落叶飘落空
中，落在你我的肩头，像蝴蝶一样回归大地母
亲的怀抱，留一个美丽的梦想给明年的春草；
可以想象到冬天的白雪皑皑一定是北国风光
的美，让人肃然起敬啊。

每个夜晚，文化广场的东南角平台上，几
十个大姑娘小媳妇扭动腰身跳起欢快的街
舞；活动区的 4 个篮球场从早上晨曦初露
到华灯夜放都有小伙子们或整装或光膀子
在分班对战；西南角的乒乓球台上老老少少
的在你来我往地挥拍较量；灯火辉煌的中原
福塔每隔 5分钟变化着七彩光，照映得七里
河河水斑斓多姿。这美丽的幸福环境岂可白
白浪费？我于是也加入这生命活力的锻炼队
伍中，每天晚上打篮球，每天早上跑步，坚持
了快一年了，减了 10 多斤，身体很棒，吃嘛
嘛香。

晚上打完球回家的时候，我看到路口的
巨幅广告牌，几个红色大字映入眼帘：“理想
城里理想城。”这双关语的广告写得太有才
了，于是我也突来灵感给它加一句吧：“理想
城里理想城，幸福家园真幸福。”

郑州经开区朝凤路 翟振国

老李谈起坐飞机的经历向来是绘声绘色，
丝毫看不出他是一地道的北方农民。老李之所
以能坐上飞机，源于他的丽江之旅。

近几年，村子里每年都会组织五十岁以上
的中老年人四处旅游，用老李的话说，就是要在
十年内游遍中国。老李说这话的时候总是信心
十足，仿佛有十二成的把握攥在手心里。

这几年，“旅游”一词，对于一位在黄土地里
摸爬滚打了大半辈子的农民来说再也不是什么
大不了的事情了。

时光倒退二十年，老李和千千万万的中国
农民一样，总是天刚蒙蒙亮便背着锄头下地
了。直到他的儿子背着书包走出家门，才和踩
着露水回家的老李打一个照面，老李的锄头挂
着些新翻的泥土，坐下之后便和孩子他妈谈起
庄稼的长势和今年的收成。那时候的农村还是
一个被遗忘的角落。老李的两个孩子都在上
学，用老李的话说：“花钱的地方多着呢！”为此，
老李不得不又承包了别人的几亩地，每天总是

“披着星星出门，戴着月亮回家”。
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第一次使几

千年来在土里刨食的中国农民看到了新的希望
——一些颇有胆识的农民走出了祖先们世世代
代赖以生存的田间地头，融入了城市的建设
当中，每年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换回了花花绿
绿的钞票。这时的农村开始改变了模样，原
先破旧的草房、瓦房陆陆续续不见了，取而
代之的是崭新的平房。看着周围的邻居们
都在城市找到了新的生活，老李也有些按捺
不住了，1993 年的夏天，老李便踏上了南下的
列车……

之后的几年，家里人便是和老李聚少离
多。每年农忙的时候老李总会回来，远远看到
老李，一副城里人的模样，回到家的老李总是有
说不完的话，从老李的嘴里，村里的孩子们知道
了上海的东方明珠、深圳的地王大厦，也就是从
那时候起老李的儿子——小李萌发了走出农村
的念头，而走出农村唯一的途径就是好好读书，

考上大学。
1996年小李考上了河南大学，成了村里第

一名大学生。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到了
远在南方的老李的耳朵里，老李得知后，第二天
便赶了回来，这时候的家乡已完全变了样：原先
坑坑洼洼的乡间小道变成了黑油油的柏油路，
家家户户都盖起了三层小楼……老李原先耕种
过的土地如今已变成了“农家乐”，但凡街道的
两旁都成了鳞次栉比的商铺……“我这出去也
没几年啊？咋说变就变得这么快呀！难怪隔壁
的‘二闹腾’早从南方回来了！”

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加快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决定，提出实施以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
理民主”为内容的新农村建设战略。“新农村建
设”的风潮吹到了这里。现在的二十里铺村再
也不是先前那个城乡接合部，以脏、乱、差而闻
名全区的小村落了——每个生产队都盖起了小
区居民楼，辛苦了半辈子的农民再也不用“土里

刨食”养家糊口了，每年村子里都会把集体的土
地租金作为福利发给每一户农民，昔日里不劳
动就没饭吃的农民，如今也过上了“衣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日子。每年的春季，村委会还组织
村民外出旅游。

2007年，一条新修的马路从老李家的老宅
基地上穿过。老李从此告别了他生活了近半个
世纪的老屋。大家原本以为老李会为此感伤不
已，没想到老李倒想得挺开——“人嘛，就得‘人
家咋着，咱咋着’，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解放
思想、与时俱进！”

如今的老李早已从山上搬到了山下，住进
了属于自己的“三室两厅”。 老李依旧每天起
得很早，这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推开窗子，
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阳光射进屋子照在崭新
的沙发上……每每看到这些，老李总会自言自
语地说上一句——

“这辈子，值了！”
郑州市上街区二十里铺小学 安矗华

老李头的“上山下乡”运动

社区有位90岁老人
诗意地栖居

2004~2009 年，折腾了 5 年，总算成为
郑州市民了。

2004年毕业，从北京朝阳区仅可容身
的地下室到深圳南山区闷热的筒子楼，长
城内外、大江南北地征战到现在，怎么不想
有个房、有个家呢？妻虽与我同属农家子
弟，但人家争气，一口气弄了个名牌大学的
研究生学历出来，仍然对小专科的我不离
不弃，不说“房子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了，
但要结婚了总该给人家弄套房子象征性地
补偿一下吧！

购房如相亲。几个月下来，我得出了
《非诚勿扰》秦奋般的结论：“相亲其实是件
挺不靠谱的事儿，歪瓜裂枣的咱看不上，但
凡长得有模有样看着顺眼的不是性冷淡就
是心怀鬼胎，心理健康历史清白的姑娘都
哪去了？”即便如此，我依然贼心不死：大厦
林立，觅个小巢总不会比找个老婆更难
吧？顾客就是上帝，世上还有上帝干不了
的事？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经磨难，“上帝”
看中了一套二手房，70 平米的两室一厅，
房子还算新，于是就搬进这个位于郑州西
北角的小区了。

初来乍到，妻觉得买亏了——房子虽
然南北通透，但阳台太小；虽然一梯两户，
但人来人往也嫌太吵……好在除此之外，
她也没有太多抱怨。

后来由于工作关系，我离开了郑州，
在南方一家企业供职。也许是距离产
生美的缘故吧，久而久之，除了老婆，我
就特别想念北方那个小房子，那个小
家。有时候特别想回去，和老婆一起做
做家务，或趴在橙黄色的镶木窗台边读
读书，或探头看下面街心花园奔跑跳跃
的小孩子……

小区的环境虽然没有豪门的优雅，但
也充分流露出小家碧玉的气质。楼间距不
是很宽，但处处青草绿树鲜花，看着还是蛮
养眼的。下了楼左右走，左边是大街，右边
是小街。大街打车方便行走舒适，小街果
蔬充足宛若田园。有时从外地回家，懒得
做饭了，就拽上老婆一起去小街的小馆子
撮一顿，吃饱喝足就挽着手横穿小区到大
街去散步。一路上，慢慢欣赏红日西沉夜
幕降临华灯初上，我们在街头的秋千架上
飘来荡去，惹得月亮和星星也忍不住探头
来看……

前不久回家，妻跟我商量：“咱们将来
再在这个小区买套房吧？”一问原因，原来
她想将来把双方父母也接来，一家人在一
起，共享天伦之乐。

郑州市丰庆路2号附4号院17号楼
蔡运磊

[“幸福家园”征文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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