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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风铃木(外一首)
□郑劲松

此刻，我不相信风没有颜色
不相信谁能掐断岁月的回声
不相信闪光的金子会被沙尘埋没
不相信守望的热泪会在风中结冰

这一击而中的醍醐灌顶
像先知的经卷，打开智慧的台本
这冷淡的绿色里，升起金黄的尊严

这是初夏最值钱的比喻
一切站立的灵魂都有着自由的高贵
看似虚假的真实无需任何矫饰
我相信青山绿水间这一束一束的火焰
已经抵达最初的真理

如果化身为鸟，我相信
栖息在这棵树上，可以瞬间富甲天下
可以买断所有的清风明月与天光云影
从此，世界没有黑暗与混沌

我看到一大片一大片的黄金
在燃烧，融化，在凝结，重生
一轮纯度最高的太阳
从晶莹剔透的泪珠里升起

有人在风中演奏，鸽子从梦里飞出
口衔一圈圈波纹，江水开始倒流
水分子在落叶里起舞
发出叮叮当当响彻人生的美妙铃声

青苔

低些，再低些
隐入尘埃，或者让尘埃隐入
光不用充足，有一丝即可
偶尔低头叹息的、滴泪的
目光,包括林间漏下的月光
就足够使她温暖

暗夜的黑，在空气里砌墙
黑也是光芒的一种
一种贴地而行的精神——
她叫苔

在夹缝中生存，在大树的根部安居
在石梯边缘，在人迹罕至的密林
在悬崖峭壁，在纷纷的落叶里
长出春天——她叫苔

总有一种力量突破地面
给大地一节绸缎，一件薄薄的衣衫
一片会呼吸的绿色的皮肤
为一切冰冷、坚硬、陌生
铺一段柔软的语言，她叫苔

只有遗落的爱，能做她的种子
只有蚂蚁知道，这是它们的草原、碧海
它们自由的故乡。爬行或泅渡，
一个季节就是一生，她叫苔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博物馆)

能懂的诗

万州，五桥百年老街古朴沧
桑，宁静祥和，民风淳朴。清晨与
黄昏，社区老巷子里，有一个中年
男子穿行的身影，他上居民家嘘寒
问暖，摆谈摆谈需要帮助的事儿，
某个居民家的下水道不通了，某个
居民家的孩子需要上学转学，某个

居民家的夫妻闹小别扭了，某个居民腿脚不方便要上医院看病，
某个居民家担心电表转快了……这些居民家寻常的冷暖家事，
都需要他上门调解、联系、帮助、征询意见，一件一件事情都要有
回音，一件一件事情都要赶快落实。“小巷总管”，他伴随居民们
这个亲切的称呼已有了整整20年时光。小巷里浸润着岁月包
浆的一砖一瓦，他掌纹一样熟悉，社区3700多户家庭，在他心里
有一本明明白白的账。

老熊起初是从事篆刻生意的，收入颇丰，他被居民们推选为
社区干部后毅然放弃家里红火的生意，从社区专干做起，他担任
社区支部书记已有17年时间。17年来，在他办公室有32本沉甸
甸的民情日记本，那里面装着一个社区的真实家底。在老熊的一
本民情日志上写有这样一段话：“今天帮樊大哥家疏通了厨房里
堵塞的下水道，樊大哥给我端来一杯热水喝，心里那个甜啊……”
像这样为居民家帮上力所能及的事，老熊打心眼里踏实充实。

“社区是个大家庭，我们都是一家人！”这是老熊提出来的社
区治理理念，现在已深深植入亲亲老街一家亲的居民们心中。

横跨老街河流上有一座百年石拱桥，这座沧桑老桥是老街
人心里的老祖宗。3年前夏天的滔滔洪水翻过了桥帽，洪水过
后，桥身稳如磐石，老熊与老街居民们对它鞠躬致意，桥啊，你又
挺过了一劫。平时桥下，河水清澈流淌。老熊在一篇民情日志
里这样说：“社区工作必须公开透明，把好事实事办到居民们心
坎儿里去，像河水一样干干净净流淌。”

社区工作针头线脑缝缝补补，家长里短千头万绪。惠民政
策公开、财务公开、居务公开，老熊在老街斑驳的老墙上辟出公
开栏，社区的财务、政务、惠民政策、低保等情况，每个月在“明白
墙”上如期公开。老街的阳光，温暖敞亮了社区居民们的心。比
如居民享受低保，严格按照审批程序给予公布公开，以前那些发
牢骚的、心里不满的居民，这下终于服气了。居民们说，我们要
的就是这样的社区，一家人，一家亲，家风正。

有一件令老街居民们苦不堪言的事，那就是社区一些家庭
常常办无事酒,一年下来人情费沉重不堪。

打铁还需自身硬。老熊再次立下规矩：社区干部带头，不办
无事酒！老熊有一颗刚柔相济的心。对居民家必要办的红白之
事，老熊悄悄去随上一份礼，不吃饭就走了。在社区工作20年
来，老熊家只办了一件事，自己岳母去世，但他只办了亲戚来参

加的几桌简宴，社区的干部、居民，一个也没通知。有居民感到
心里过意不去，去找老熊“论理”：“你这个，不公平嘛！”老熊笑笑
说，我们社区干部把居民们的事扎扎实实办好了，就行。

老熊对社区党员们家人一样亲。社区党员的入党纪念日，
在社区党员们心中被视为生命的第二个生日，老熊在心里记得
清清楚楚。多年来，老熊在社区党员们“第二生日”时，都要送上
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这个举动，令社区党员们感动不已，他
们的心，汇流、归拢到社区党组织这个大家庭。

社区年过七旬的老党员聂大叔，在社区党组织的温暖下，他
利用自己的竹编手艺，实施自己个人的“三百工程”：编织100个
筲箕、100把竹刷、100根拐杖，一一送到需要的居民家中。聂
大叔，这个普通的党员，用2年时间实现了他的最美心愿。还有
一个年过九旬的老党员，病重期间向老熊交代了后事。

在老街近年来的3次特大洪水袭击中，党员干部、志愿者们
在滚滚洪水中挺立起抗洪救灾的中流砥柱，3次洪水袭击，实现
了社区无一人伤亡的奇迹。社区72岁的老党员向大哥，在去年
夏天凌晨的洪水中，成为洪流中的吹哨人，他手持一根木棒，在
凌晨4时的滂沱暴雨中奔走，擂打着老街还没来得及撤退的居
民家房门，让睡梦中的居民全部安全撤离。向大哥这样说，社区
都是一家人，不能让家里一个人出事。

老街的3次特大洪水，在抗洪救灾中，老熊忘我投入与生命
赛跑的难忘战斗，转移、安置、安抚居民，清淤清扫，他不分昼
夜。在去年夏天的那场洪灾中，老熊累倒在老街上，他自己那辆
心爱的私家车，没时间去老街开走，浸泡在洪水中被报废。

亲亲社区一家人。这些年来的端午、中秋、元宵等传统节
日，老熊组织老街的街坊邻居们开展包粽子、包汤圆、打月饼、猜
灯谜、老街坝坝电影等丰富多彩的联欢联谊活动，家家欢喜，家
家祥和。租住在老街的那些外来户，老熊亲自把粽子、汤圆、红
糖送到他们家里。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残疾人，老熊在床前给
他喂汤圆，那人感动得哭了。社区有个摄影爱好者，老熊东奔西
走，为他策划举办了两次个人摄影展。社区家庭的孩子们，老熊
牵头联系当地大学生志愿者们每个周末长期开展周末课堂学
习，让孩子们快乐健康成长。

在老街还保留的铁匠铺子里，炉火发出轰鸣声，炉膛里火苗
蹿动，铁器在炉火中烧得通红。一个壮实如铁墩的中年汉子把
锻打的篾刀从火中熟练夹起，放到铁墩上，大锤不断落下，发出
叮叮当当的响声。这个铁匠，老街人叫他顺娃，他在老街家喻户
晓。老熊时常到铁匠铺子里去看看顺娃，或者帮居民家打一把
菜刀送过去，也算是他对这门老手艺的默默支持。

去年秋天，老街河流实施安全防护工程，分洪隧洞开挖，由
于昼夜爆破施工引起居民不满，老熊走街串巷做居民们的思想
工作，居民们很快理解：“这都是为我们老街做大好事啊，我们理
解，忍一忍就行了。”

而今的老街，不断蝶变新生：桥下空间改造成居民们的休闲
乐园，老旧房屋披新装，漫步青石路面的小巷，乡愁袅袅……老
熊，这个百年老街的守护人，也是居民们心中的主心骨、领路人。

（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干部）

专栏

老街守护人 □李晓

0元教唱歌，一元学书法，免费国学课……只要一上网，小
视频如五彩花瓣翩翩袭来。看到顺眼的，一指禅点进去，如同一
滴水融入汪洋大海，没有了自我，随波逐流，听听看看，唱唱写
写。刚到要紧处，戛然而止，犹如惊堂木拍响！欲听下回分解，
银子奉上。有人愤然离去，有人激情舍财。

这不，老闺蜜深夜微信：我们可能上当入坑了！这可是网络
语言，老两口一向对此不屑。几个月不联系，变化真大。我交钱
进了声乐班，老公去了书法班。好几千！老闺蜜从来天真，激情
消费，理解；她老公可是只铁公鸡呀！只能说网络之蛊迷惑性超

强。老两口自以为在网上已经蹭了无数免费的声乐和书
法课，等于到菜市场买菜，先巡视一番，再定向下单，几

乎没有失手过。他们觉得让水平上台阶的“葵花宝
典”，就在金钱之门后面。本来钱是可以退的，但

内心还是想听听，纠结来纠结去，下不了决
心。于是微信我，我顿感责任重大！思忖

后说，不是说可以听几节课，觉得不好
也可以退其余的吗？到时再退，损

失也不大，教训总是要付钱的
不是。

闺蜜从小爱唱歌，退休后加入了业余合唱团，有老师指导是
不一样，历经了好几位声乐老师后，告别了大白嗓，有了共鸣，歌
声悦耳多了。更重要的是，知道了自己的不足，很想再上一个台
阶。无意中刷到这个声乐视频，一下子就被吸引了。老师得过
全国金奖，助教是国外留过学的研究生，班主任也很专业。听他
们范唱，都是高水平。光环加试听，犹犹豫豫还是进坑了。

此后，黄鹤一去无消息，猜想老两口上当了在生闷气？加之
我也想知道这看得见摸不着的网课，到底如何？便微信了闺
蜜。谁知，闺蜜回答：正在上网课，等哈联系。

两个小时过去了，语音里传来闺蜜兴奋的声音：才下课，老
师教得好得很！必须全神贯注听；助教还要预习和复习；课后还
要做作业，录唱下来老师听后指正，一句一句分析，还要范唱指
正。班主任还要将重点拆解，督促我们着重复习。这叫做保姆
式的教学方式。看来闺蜜没有上当，并乐在其中。也不与我同
乐，害我瞎担心。

问其老公书法课上了吗？上了！闺蜜又是一阵滔滔不绝。
原来，老公更夸张。她老公是个自视很高的人，总是看得到别人
的缺点，对古人的书法也是选择性喜好。老公入坑的理由是：我
看不到自己的不足，需要老师指出。他之前试听过，说主讲不是
写得太好，但讲解很到位；助教写得还不错，也耐心，交上去的作
业，逐字分解指导。于是安心求学。为临摹晋唐古帖，置办小条
桌，多次上网购买字帖毛笔纸张，准时上课。课后，根据老师布
置的作业，端坐认真，一次写很多张，将瑕疵最少的交上去，然后

忐忑等候老师的评价讲解。
我感觉闺蜜老两口重新当上了学生，没有了空

闲。一周上三个半天，加上复习并完成作业，是忙。
其实，网课是自由的，不点卯，还可以回放。老师除
了在微信中督促你鼓励你，也不会指责你，全靠自
觉。也许是交了重金，不好好学划不来；也许是学
习给老两口带来了寄托，所以乐此不疲。

（作者单位：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成功“入坑”□朱一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