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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路
□ 红线女（重庆）

一种逝去的味道
从雨后的天空溢出
仿佛等待仿佛热爱仿佛缠绵
仿佛曾经的我们的一切
突然被风吹落
掉进秋池
掉进碧绿的双眸
掉进比粉红还红的衬衫
掉进被誓言吻过的唇

湿透的我们
从冷风里跑出来
不挥手、不道别，不说珍重
不断逝去的姿势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都很急切
都很心碎

凌晨五点，天边的星星还眨着眼睛，
小区门口“阳光菜鸟驿站”的灯就亮了，邓
勇和小梅夫妻俩开启了繁忙紧张的一天。

“转过去，我给你消杀一下。”“出去做
好防护，千万小心啊。”“嗯，你也是！”这是
两人之间日常的问候。

邓勇和小梅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每月
要还房贷，经济压力大，便开了这家菜鸟
驿站。店不大，但干净、整洁，货架摆放整
齐，夫妻俩为人和善、热情，遇到不会操作
手机的大爷大妈，都会耐心帮忙。久而久
之，和周围居民就成了朋友，还建了个微
信群。大家有事没事都过来聊几句，有件
没件也来站一站。

疫情突袭小城，部分小区出现了确诊
病例，实行封控管理。微信群里，封控居
民焦躁、恐慌，担心生活物资不够，抱怨、
发牢骚，邓勇夫妻便耐心劝导，宣传防疫
知识，并让大家放心，生活物资一定会及
时送达。

疫情期间，订单量比平时几乎多了一
倍，两人从早忙到深夜，才拖着疲惫的身
子回家。货量积压多，库房有限，怎么
办？两人决定晚上不回家，确保货物尽早
送达客户手中。

“儿子，把门关了吧，太危险了。”父母
担忧他们的安全。

“爸、妈，客户都急用啊，门不能关。”
小邓说。

他们把两岁的女儿托付给父母，晚上
挤在一架钢丝床上。每天，邓勇扛着几十
斤重的米、面、油在各小区楼栋里来回，无
数次上楼、下楼，汗流浃背，口干舌燥，一
天下来要走两三万步，经常没时间吃饭，

饿了牛奶、面包对付，有时脚都被磨破了。
小梅的工作量也大幅增加，电话、信

息要接上百个，长时间整理货物，腿脚发
麻，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吃饭时，也要随时
帮居民取件，让她有点吃不消。忙起来
时，夫妻俩连一通电话都顾不上打。但他
们知道，在这特殊时期不能打退堂鼓。

“小邓，药、我的药，你能帮我送来
不？”一天，货物送来已是半夜，那天又下
着大雨。邓勇突然接到王大妈的求助电
话，语气焦急。

王大妈患有高血压，心脏也不好，长
期服药。药吃完了，买的药迟迟没到，把
她急得不行，家里只有她一个人，不吃药
随时都有危险，这可是“救命药”啊。

“大妈，您别急，我这就送过去。”虽然
已累了一天，但邓勇没有迟疑，在一大堆
货物中找出王大妈的药，迅速披上雨衣冲
进雨里。

王大妈家住 19楼，疫情期间，夜晚电
梯关闭。邓勇一刻也不敢耽搁，气喘吁吁
爬上 19楼，只用了 12分钟就将药送到了
王大妈手中。

“小邓，谢谢！真是太感谢你了。”看
着小邓额头上的汗珠，王大妈接过药，眼
含热泪连声道谢。

“大妈，不客气，您赶紧吃药。”邓勇叮
嘱大妈，匆匆作别。

“小邓，我家的米没了，你能帮忙买两
袋吗？”“小邓，麻烦帮我买一桶油。”

除了送快递，夫妻俩还承担起了为小
区居民跑腿代购生活物资。哪家缺啥了，
你只需一条信息或电话，邓勇从不拒绝，
尽量满足大家的需求，他忙碌的身影不断

往来于小区门口和附近的商超之间，一一
购买、核对，生怕落下一样。

业主们都很感谢夫妻俩的辛苦付出，
想要转红包给他“跑腿费”，但他轻描淡写
回一句“不需要，举手之劳而已”。

一天，邓勇一瘸一拐回到店里。“你的
脚怎么瘸了？都肿起来了。”小梅问。“刚才
搬东西时，不小心崴了一下。”邓勇答道。

他们的顾客张阿姨知道后，为邓勇
送来了红花油，这也让他们心里感到暖
暖的。

去的次数多了，超市工作人员问他：
“你怎么又来了，挣了多少钱？”他笑笑：
“嘿嘿，挣了挺多的。”

邓勇将这一对话发在朋友圈里，配图
是他的电瓶车和几大包帮业主购买的物
资。业主们看到后感动不已，因为他们知
道，邓勇早起晚归帮忙代购并没有收取一
分钱的“跑腿费”。

“爸爸、妈妈，你们什么时候才来接我
呀？”晚上视频时，女儿眼泪汪汪。

“宝贝乖！听爷爷奶奶的话，爸爸妈
妈很快就来接你。”夫妻俩忍住对女儿、对
家人的思念，第二天，又重复着繁琐忙碌
的工作。

邓勇夫妻不是党员，也不是干部，他
们只是平凡的普通市民，但在疫情来临
时，他们舍“小家”，为“大家”，他们送出去
的不仅仅是快递，而是一份份爱与温暖。
他们忙碌的身影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风
景，因为他们，我们充满希望。

点滴微光，聚成星海。相信疫情终将
过去，大家可以放心摘下口罩，给彼此一
个微笑。

当冬天被一场疫情纠缠
当清晨被露水叫醒
在城市的一角
在温馨富悅小区
我们看到的是风景
是红马夹和志愿蓝
是别样的温馨和温暖

在核酸检测点吆喝的人
是一名党员志愿者
也是丈夫
而她是妻子
也是一名志愿者
正手持棉签重操旧业
弥补医务不足的现实

在小区大门值守的人
不只有保安
还有勇敢的志愿者
是耐心地劝导

和风细语地解释

详细地记录

手把手教老人网上下单

请记住那位出租车司机

那位爱心车队的大姐

那位志愿者

不分白天黑夜

二十四小时待命

随时为居民买药送药

接送外出急诊的病人

没有年龄和性别之分

他们都是志愿者

为居民修电脑

分拣蔬菜包

采购物资

汇聚守望相助的暖流

凝聚抗击疫情的正能量

风在升腾，水在起落
天空把田野镀成了金色
低矮的屋檐，悬着藤蔓的沉默
藏在桔梗里的话
或许在等月夜来说

黄昏被抹成了铜管色
土地里一个倔强的背影
在弯腰与抬头间
汗水成了黑色的墨
秋天的诗，是满地的粮食

几十年光景
父亲默默把一切都给了生活
给了日出日落
给了大地、南山和我
可他唯独忘了
为自己的梦添一把柴火

如果冬天不下一场雪，只能感受到凛冽
的寒冷，那么冬的味，冬的色，冬的意境与姿
态，也总是看不饱、尝不透，玩赏不尽兴。

可见，少了雪花的冬天也就少了几分
意趣，在寒冷加重的过程中，雪花是万不
能缺席的。

于是，在冬天还未真来临的时候，心
头就隐隐地期待一场雪了，期待着整个世
界在一片纯白的雪花下，宛若一个听话的
孩童的样子，不吵不闹，安安静静。

下雪的日子是很美的。柔柔的雪花
在窗外轻轻地飘着，小城被一点点覆盖，
热闹的巷弄突然安静了，日子俨然掉进了

一个大窟窿中，不再喧嚣。
小屋内，则迥然不同。红红的炉火与

甜甜的地瓜成了过冬的最佳搭配。人宅
在屋里，不愿多动一下，也无心出门走走。

有时，看着窗外那飘着的雪，心头也
不免会生出一些冬天里该有的情愫来。想
披着一件风衣，伫立风雪中，感知一场雪
花原始的浪漫，任它一点点地浸染自己。

雪的到来，是“北国风光，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的豪情，是“六出飞花入户时，
坐看青竹变琼枝”的潇洒，是歌词中那句
悠扬的清唱：“你那里下雪了吗？”

雪的到来，让一切有了灵性，让先前

被凄清的秋天笼罩的世界又顿生风光。
曾有朋友告诉我，雪还有一个美丽的

名字，叫冬之心。呵，这个名字不就是冬
天最真实的写照吗？没有雪花，冬天还是
冬天么，那纷纷扬扬下着的雪，分明就是
冬天像人们袒露着的心声，没有丝毫的掩
饰和保留。

当冬天脱下了所有的伪装，开始坦诚
地面对世界，一切真实的面貌在一场漫天
飞舞着的雪里简约至纯粹，纯粹至简约。

想来，人生最美妙的时刻，大抵是在
小屋里远远地看雪、静静地赏雪，看雪花
轻轻飘落，冬天变成了期待中的模样。

战“疫”一线的快递“夫妻档”
□ 徐光惠（重庆）

窗外，雪花静静纷飞
□ 管淑平（山东）

守望与相助
——温馨富悦小区抗疫志愿者之歌

□ 何军林（重庆）

□
江
辰
宇
（
重
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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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周宇

黄仁兵，男，55
岁，汽车维修高级
技师，独立摄影师，
喜欢通过镜头看世
界，对摄影有独特
的见解。

这组抽象、简
洁的黑白照片，表
达了事物最本质的
一面，赋予万千事
物的另一种情绪和
思想情感，让读者
于欣赏中思考。

黑白分明 相伴

江畔独行

裂痕

闲钓者 消逝

长空下

夜色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