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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几万元集资款与一条路

我们小区规模不大，大家相处还算
和谐。站在阳台凭栏而望，目力所及皆
是坦荡，哪里有棵树、哪里有块空地，都
清清楚楚映入眼帘，这种一眼看到底的
通透，不失为一种简单之美。

小区已有二十来年历史，确实显得有
些简陋。在光鲜靓丽的大都市，我们小区
长期存在一个被所有居民诟病的大问题，
那就是小区内部的道路居然是坑坑洼洼
的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提到小
区的路，居民怨声载道，但抱怨了多年，坑
坑洼洼的路像始终无法缝合的伤口。

用社区和物业的话说，翻建小区道
路是个大工程，需要一大笔钱，按规定不
能动用大修基金，只能靠居民自筹。每
每议及此事，业主们便如霜打的茄子，一
个个蔫了。大家似乎都在等待，如同盼
星星盼月亮，做梦般想象某天早晨起来，
猛然发现小区道路奇迹般变成了新路。

奇迹没有降临，倒是等来了一场令
人心惊的意外。那天是周末，细雨如织，
小区泥泞的路上，一位老人突然摔倒，雨
伞摔飞出去好几米远。大家在惊呼声中
将老人扶起，幸无大碍。现场的人义愤
填膺，开始纷纷抱怨起来，口口声声说这
路再不修会出大事。老人摔倒事件，像
一根火柴点燃了居民的情绪，也点燃了
大家的心智。那些积攒的怨气，此刻化

作了行动的力量——我们终于明白，与
其坐等奇迹，不如自己解决问题。

接下来自然是跟社区、物业和业委
会通气交流，当然最关键的是跟所有业
主沟通。有人主动站出来，志愿逐户上
门征求意见，其间的艰难可想而知：有人
说自己出门走路少，不愿出钱；有人说已
习惯了走烂路，不愿掏钱；有人说自家房
子已租出去，自己又没住在这里，同样不
愿出钱……所幸，大多数业主展现了令
人动容的担当，当集资款额定格在二十
几万元时，那些最初的叹息都化作惊叹
号。原来只要有人愿做递火者，冰冷的
数字也能融成暖心的路。

真金白银就是底气，委托物业招标，
街道、社区监督，施工单位快速进场。那
条曾让我们吃尽苦头的烂路，在压路机
的轰鸣声中，渐渐变成平整光亮的沥青
路面。

新路铺成那日，整个小区仿佛被擦
亮的银器，焕发出久违的光彩。走在平
整干净的沥青路上，大家心情都舒畅了，
出门也敢说自己是某小区的了。每次看
到大家笑意盈盈地走在路上，忽觉所谓
家园，不就是要这般温润如玉，让每个归
家人都能安心地说“我到家了”么？

一座自己打造的花园

都说岁月是把刀，不仅会改变人的
容颜，也会改变周围的环境面貌。

居住在小区，我们总是在不知不觉
间发现周围的环境变旧了，就像家里存
放的某本书，不知不觉间就泛黄了，甚至
破损了。最明显的就是楼层过道，墙面
布满蛛网般的裂纹，地砖也已黯淡无光，
缝隙里嵌着洗不净的污垢。那些剥落的
墙皮、破损的角落，像一道道伤疤，让人
不忍直视。这破旧的楼道，不知何时竟
成了大家集体的心病。

一天在电梯口，有邻居提议要不我们
几家人自己出钱把楼道翻新一下，应该花
不了几个钱的。大家眼前一亮，应声附
和，原来事情可以这么简单。于是很快凑
了一笔钱，请了两个工人只用两天时间便
彻底翻新了楼道。新楼道亮得晃眼，地砖

能照出人影，连空气都透着清漆的香。楼
道焕然一新，也让其他楼栋的邻居羡慕不
已，纷纷前来观赏，并开始效仿。一层层、
一栋栋，通过翻新楼道，证明了群众的热
情和力量，也证明了只要大家愿意行动，
旧环境就可以变成新环境。

在业主群里，大家还反映小区休闲
坐椅少。有反映就要有回应，但钱从何
来？几个热心业主一合计，并牵头把空
闲场地临时出租给一些售卖生活用品的
商贩收取租金，用这笔钱最终解决了休
闲坐椅不足一事。住在C2栋的何大娘，
腿脚不方便，走几步就要歇一下，以前出
现在中庭时总是唉声叹气，一副很无奈
的样子，如今每次见到她坐在椅子上，都
是一脸的惬意和满足，那神情仿佛在告
诉大家这就是一种幸福。

除了关心修路添坐椅，大家还反映
小区绿化太少了，花也看不到几朵，连鸟
都不往小区飞。不过，尽管人人都想生
活在美好的花园里，就是没人主动站出
来，大家都在观望。直到那日，不知谁在
业主群里发言道：“何不自造桃源？”自然
是一呼百应，大家开始集思广益，纷纷出
主意想办法。资金不再是问题，因为空
闲场地还在持续出租。由于空间有限，
打造袖珍式绿色景致成为必然选择，该
种草的种草，该种花的种花，该围栏的围
栏……经过一番精心打造，小区中庭变
成了公园，有树、有草、有花，还有健身器
材。每到傍晚，这里便热闹起来，男女老
少饭后都喜欢来此溜达一圈。孩子们在
花草丛中追逐嬉闹，笑声惊落几瓣新蕊；
慈祥的爷爷奶奶摇着蒲扇坐在椅子上，
不知在打量花朵还是打量自家的孙子
……小区的春天原来可以是花、是草、是
美。那些被我们忽视的时光，此刻都化
作春泥，在花影里酿出甜香。

杜鹃花是大家的最爱。我们在改善
中庭环境时，专门辟出一块地种上杜鹃，
并用围栏围起来，成为中庭一道独特的
景观。当杜鹃花开，展露出绚烂的色彩
时，颇有风景这边独好之意。最妙是暮
色四合时，晚风携着花香叩窗，恍若邻里
们絮絮的家常。在春风吹拂下，在阳光
照射下，杜鹃花就像小区居民的张张笑
脸，整个小区皆是旖旎的春光和幸福。

这种温暖，比任何回报都珍贵

城市里常见的流浪猫狗，已成了城
市病。在我们小区，那些蓬松的影子也
是横行多年，让大家烦不胜烦，却又一直
不知如何解决。

春日的暖阳轻柔地洒在小区步道

上，光影斑驳，本该是惬意无比的画面，
可偶尔蹿出的流浪猫狗，却让这份美好
有了些许瑕疵。说实话，我心底对它们
是有些厌烦的，每次相遇，看着它们脏兮
兮的模样，满心无奈只能选择容忍。但
如何解决这个麻烦，大家一时也没有什
么好办法。不过有业主说，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现在都能造出机器猫和机
器狗了，解决流浪猫狗难道比这还难？

我们几个闲人，终究看不过眼，于是
组织了几个热心业主志愿者，在小区捕
捉流浪猫，安置在一间小屋，还给它们打
疫苗，给它们绝育分流。渐渐地，这间小
屋竟成了小区最温暖的所在——但凡小
区有猫走失的业主，都可以到这里来认
领；小区有想养猫的，也可来这里领养，
甚至还亲自送上门。这样一来，不仅解
决了小区流浪猫滋扰的问题，也让它们
摆脱了流浪的命运。最多的时候，我们
收留的流浪猫有四五十只。

就在前几天，独居的李婆婆到物业
处缴费，老人家的手在口袋里摸索着零
钱，目光却忽然被角落里的一只流浪猫
吸引了。李婆婆声音都在颤抖，激动得
差点落泪，原来这是她家走失的猫。她
一个劲地摸自己的衣兜，最后摸出两百
块钱来，坚决要给我们作为感谢费。用
她的话说，这只猫陪伴了她多年，是她的
命根子。但被我们反复拒绝后，她只能
抱着自己的猫很无奈地离开。没想到隔
天清晨，李婆婆又来了。这次她拖着一
大袋猫粮，说什么也要留下。“就当是给
其他猫儿加个餐。”这份心意，我们终究
没能拒绝。

事实上，我们收留这些流浪猫都是
免费的，猫粮都是热心居民捐送的。大
家齐心协力做这件事，倒不是说非要感
动谁，只是每次看见那些曾经脏兮兮的
小家伙，如今皮毛油亮地在阳光下打滚，
心里就会涌起一种说不出的熨帖。这种
温暖，比任何回报都珍贵。

我常常在想：这一生我们能在这方
寸之地比邻而居，无疑是缘分。如何守
望我们共同的家园，如何在这个家园里
相处生活，考验着我们每一个居民。我
时时处处会感受到邻里之间的关爱与温
暖，觉得在这里住上一辈子挺幸福。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屋檐水滴旧窝窝，点点滴滴不挪
窝。”每当想起或听到这句乡村俚语，我
就别有一番情愫。

儿时，随父母生活在乡下，居住条件
为极其简陋的土坯房。墙体就地取土采
用板筑的办法夯筑而成，屋顶覆盖土窑
烧制的小青瓦片。房屋构造上，仅一层
楼，正房“连三间”，东头附属一间厨房，
西端附属一间猪圈。房屋的正前方，是
一块面积不小的土地坝，主要用于平时
活动、堆放柴草杂物及丰收时节晾晒粮
食。

在我的记忆中，每逢雨季，天一下
雨，房顶上瓦沟中汇集的雨水，就会顺着
屋檐，如同一颗颗晶莹剔透的露珠，相对
固定地滴落在土地坝的某个点位，形成
明显凹陷的窝子。

一个下雨天，我又坐在屋门口观察
屋檐滴水。母亲走了过来，问：“儿啊，从
这屋檐滴水，你看到了什么？”

“我发现从每一个屋檐滴落下来的
雨水，它们几乎都滴在了同一个窝窝
里。”

“这一自然现象，说明了什么？”
“水滴成窝。”那时，我还不懂“水滴

石穿”这个成语，更不懂“坚持不懈，集细
微的力量也能成就难能可贵的功劳”这
个大道理。

“一滴水的力量虽然不大，但两个小
水滴、三个小水滴、四个小水滴……千千
万万个小水滴汇聚起来，就会汇聚成窝，
汇聚成河，汇聚成海，力大无穷，势不可
挡！”母亲以此教育我，“人亦如此，一个
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一个人的劲头是有
限的。凝聚集体力量，便会无往而不胜；
汇聚众人智慧，则难题迎刃而解……”

母亲的这番话，让我深刻认识到团
结的重要性，为我克服自私心理，与他人
建立融洽的人际关系，齐心勠力、乐于助
人等良好品质的养成，起到了耳濡目染

和潜移默化的作用。
“屋檐水滴旧窝窝，点点滴滴不挪

窝”这句乡村俚语，还用于形容和规劝人
们多行孝道。

在我老家的不远处，居住着一户姓
熊的人家。人们常说：“清官难断家务
事，婆媳关系难处理。”熊家的婆婆和媳
妇，经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发生争
吵。有一次，这对婆媳又在自家对骂，婆
婆骂媳妇“不勤快”，媳妇怼婆婆“也好不
到哪儿去”。两人越骂越火星直冒，发展
到双方一边对骂一边在地上直跺脚，还
把手臂上的袖子也撸了起来，像要大动
干戈的样子……

见此情形，我准备前去劝解。母亲
拉住了我，语重心长地说：“儿啦，这是

‘屋檐水滴旧窝窝，点点滴滴不挪窝’，现
世报。这对婆媳俩，时常发生矛盾纠纷，
一言不合就开吵，大家都司空见惯了，也
近乎麻木了，你看左邻右舍有哪个人愿

意去相劝？再说，
你要是去劝，说不定她们会干劲更足，骂
得更来劲；你不去劝，还好一点，等她们
吵够了、吵累了，自然就会偃旗息鼓
……”

从母亲的口中我得知：这位骂架的
婆婆自己在做儿媳妇时，对自己的婆婆
也不孝敬，横眉竖眼，恶言相向。等到这
位骂架的媳妇自己当了婆婆，她的儿媳
妇也跟着她学样捡样，也不尊敬她，跟她
对着干，现世报。这就如同下雨时屋檐
滴落下来的雨水，哪怕屋子换了一代又
一代人，屋檐水依然滴落在旧窝窝里，不
会因人而改变。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屋檐水滴旧窝窝
□牟方根

邻居 □何军林

我在这小区已住了好些
年头，真正和邻居们打交道
是最近几年的事，原因是自

己兼了份差事，当选了业委会主任与
居民组长，对小区和邻居的事便多了
些关注，了解也多了起来。我开始意
识到，“远亲不如近邻”这句古话背
后，藏着的是邻里间那份不可或缺的
温情与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