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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榆情·常青

20 年前 ，一位在 《还珠格
格》 中扮演丫鬟的演员开始走
红，尔后曾多次在国内外得奖。
可惜她的艺德却与演技背道而
驰， 去年被相关部门罚款 8 个
多亿。 其中， 她有 4 天竟获利
1600 万，平均一天进账 400 万。
400 万是个什么概念？ 按普通
工作人员每年收入约 10 万计
算，要干 40 年才能达到。 经过
这粗略的匡算和对比， 真让人
触目惊心， 情何以堪？ 近几年
来， 党中央加大了对各条战线
的监管惩处力度， 缺德明星与
贪官一样，渐无藏身之地，实在
是大快人心！

（市区 徐龙年 76 岁）

您的经世感言，我们来刊登，
欢迎投稿。 来稿寄： 丽水市
中山街北 126 号丽水日报报
业传媒集团 704 办公室处州
晚报编辑部桑榆情版收； 电子
邮箱：C215166610@163.com。

忘不了的邻里情
阅读提示

几十年历经多次工作调动，频繁搬家，邻居换了无数，但每处不乏好邻居。 其
友善之心和举止行动，表现在日常生活各个方面，形式多样。 每每忆及，感动不已，
令人难忘。

� � � � 打从离开父辈， 进入社
会，独立成家起，就有了彼此
住在一处的邻居。 年代不同，
邻居关系各异。 上世纪 50 年
代，与老伴两地分居，她和孩
子租住民宅；60 年代，我调入
机关，较长时间住平房；70 年
代起，一次次换新房，住的都
是多层楼房。 相比之下，住民
宅和平房，开放性好，邻里联
系较多，关系较密切；而住多
层楼房，各开门户，往往“门
一关”，“老死不相往来”，关
系就淡薄得多了。

几十年历经多次工作调
动， 频繁搬家， 邻居换了无
数，但每处不乏好邻居。 其友
善之心和举止行动， 表现在
日常生活各个方面， 形式多
样。 每每忆及，感动不已，令
人难忘。

细碎难事，随手相助
日常生活中常常遇到一

些一时难住的细碎琐事。 例
如：下厨烹饪，突然发现无盐
缺姜，菜食下不了锅，情急之
下，只得叫开邻居门，要一点，
解了燃眉之急。 这种“互通有
无”， 临时出手之事发生比较
多。 再如：大晴天突变下大雨，
外出不在家，晒在室外的干衣
服将被淋湿，邻居见状，相助
抢收回来。 上世纪 60 年代，住
温州时，院子里的大娘、大嫂，
见我妻子一人带着 3 个年幼
孩子忙不过来， 每每临近傍
晚，主动帮助收回晒在室外衣
服，折叠好送上门。 又如：那时
购物发票排队，还是这些好邻
居既帮助代领票子， 又代排
队，大大减轻了一个多孩子母
亲的压力。 邻居随手相助之
事，折射到生活各个层面。 住
市内地委宿舍时，一位好邻居
是妇产科医师，常主动送医送
药，给妻子和孩子防治小病小
痛及指导妇幼保健工作，收到
良好效果。 凡此种种，虽细碎
琐事，“举手之劳”， 却带来了
满满的邻里友好和谐的好气
氛，忘不了！

较大困难，慷慨出手
“越是困难，越给力。 ”生

活中也免不了会发生临时缺

钱缺物之类问题， 尤其经济
条件较差的人家。 从建立家
庭起，我家孩子多、工资低，
就很长时间存在此类问题。
上世纪 50 年代， 妻子和孩子
住景宁鹤溪镇， 靠我一人工
资支撑着全家， 显得十分拮
据，以致到月底接济不上，或
妻子未收到汇款， 而发生困
难。 同住民宅的一位老干部
和一位中学老师，慷慨出手，
常主动借钱给妻子， 帮助渡
难关。 70 年代，住地委机关宿
舍，孩子都上学，往往“寅吃
卯粮”， 经济还是较困难，也
是同楼的好邻居借钱解难。

记忆犹新的，有三件事：
一是“三年困难时期”吃粮困
难， 妻子和孩子几乎到了断
炊地步。 邻居一位好心的大
嫂，虽然自己家孩子多，吃粮
也十分困难， 但当妻子和孩
子到她家玩时， 硬是要妻子
拿出口袋里的手帕， 满满包
了一包番薯丝塞给妻子，虽
然不过一两斤， 却能对付好
几餐。 十分感动！ 二是 60 年
代妻子做产，当时钱少，食品
供应短缺，产妇缺营养品，机
关院子一位大嫂， 热情地送
来一只自养的兔子， 这竟成
为妻子产期吃到的唯一营养
品， 终身忘不了！ 三是 70 年
代初，大女儿做产，市场上仍
然很难买到所需食品。 那时
住梅山背地委宿舍，靠山坡，
空间场地大， 不少人家都养
了家禽， 与本人同单位一位
好友、好邻居，得知此情，没
等妻子开口相借， 就主动将
自养母鸡下的蛋（几十只）和
一只刚出栏的雄鸡借给我

家，使女儿吃上了营养品。“有
借有还，再借不难”，我家养的
母鸡下蛋及小鸡长大后，如数
奉还，深表谢意！

“困难见真情”，“越是困
难越给力”，“物少情深”。 上述
事例，无不包含着浓浓的邻里
和谐文明的好传统、 好风尚，
我们全家从内心赞叹不已！

急病急事，挺身救助
住地委宿舍时，同楼的一

位隔壁邻居， 是一位志愿军
老战士， 其妻子是大会堂电
影放映员，此人友善热情，爱
唱歌， 有时不经意就在你面
前就唱了起来，好不欢乐。 一
天下午，他突然腹痛打滚，呼
叫不停， 当时我读中学的孩
子刚好回家， 见状我与孩子
一起火速跑向附近机关食
堂，借来手拉车，孩子与病人
妻子相互把病人抱下楼，奔
向西南角边门，上了手拉车。
那时，梅山背四面是坡，要绕
一个大圈子才能走上外出道
路。 孩子拉着手拉车，快步跑
向人民医院， 经诊断为胃穿
孔， 立即手术。 由于抢救及
时，很快恢复健康。 事后，此
邻居夫妻万分感谢， 每年春
节像对待亲人一样， 带着礼
品上门慰问拜年。 我与妻子
也带礼品回谢。 相互建立了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感
情。

邻居好，楼院欢笑，社会
和谐，国家文明！ 愿这朵文明
和谐之花越开越旺， 永不凋
谢！

（市区 蔡德邻 88 岁）

水调歌头·重回府楼

阔别十余年，立冬之日，重
回府院，木楼依旧，感触良多。

繁星织天网，玉镜挂苍穹。
静听宵唤，明日霜栈映丹枫。莫
道荷残菊暗，秋去寒来无景，且
待腊梅红。万籁消声寂，枕上走
衙中。

直剑杉，清池水，木楼东。
似曾相识，秉烛达旦肃蝇虫。十
载刚方惩恶，两袖清廉扬善，你
我誓初衷。梦断回原地，人异道
相同。

（遂昌 刘为民 64 岁）

�扫扫加入桑榆读者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