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系电话：88423056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知味斋 2019.03.19 责任编辑 韩志伟 杨 雨/组版 赵京城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邮箱：ycydb3@126.com

早在 20 年前我就认识董加耕老人了，后来每
年盐都区两会召开时我都能遇见他。2019 年 1 月
初，盐都两会召开期间，我又见到了已届耄耋之
年的董老夫妇。二老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和我
拉着呱，非常亲切，让我原先的忐忑不安一下化
为乌有。

说起董加耕，上了年岁的人应该都知道他，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可是知名人物了，还当选过
全国劳动模范。近 10 多年来，董老和他的老伴、
退休教师郝红銮女士积极推动捐资助学的公益
事业，为世人称道点赞。关于他的先进事迹，媒
体报道已很多，这里就简要地介绍一下。

1940 年出生的董加耕是咱们土生土长的江
苏盐城人。1961 年高中毕业时，他毅然放弃保送
北京大学深造的机会，选择回乡务农，立志建设
新农村。他运用学到的科技知识，与乡亲们一道
将传统的水沤田改造为旱田，一熟改三熟，稻、
麦、棉、绿肥轮作，改良土壤，使粮食获得大丰收，
水乡首次长出了棉花。从此稻、麦、棉、绿肥轮作
制在全大队、全公社乃至里下河地区推广。“水改
旱”是农业史上的一次技术革新，董加耕在其中
功不可没。因而，董加耕的事迹才得以广泛宣
传，国内各大报刊纷纷发表社论文章（上了《人民
日报》头条）并传至海外。之后，董加耕又多次受
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
见，被树为全国青年学习的楷模。

和董老交谈，我是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的，
他也没把我当外人，一直笑呵呵地和我说着，非
常健谈。对他早年的经历我并没有过度的发问，

因为人所共知，只是对一些传闻感到疑惑而向他
求证。

比如，1964 年 12 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在北京召开，董加耕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坐在
主席台上。26 日下午的大会结束前夕，服务员通
知他和大寨的陈永贵、天津的邢燕子、大庆的王
进喜等人散会后就地稍候。不一会儿，周恩来总
理和朱德委员长把他们带到大会堂一个小宴会
厅，原来当天是毛主席的生日，周总理安排董加
耕和邢燕子两个年轻人分别坐在毛主席的左右
两侧。席间，毛主席频频给董加耕夹菜，还不时
和董加耕亲切交谈。散席前，毛主席给同桌每位
客人送了一个苹果，第一个先拿给了董加耕。

我问董老，以前有媒体报道说毛主席请你
们吃饭时，问过你盐城有二乔，是哪二乔？外
界传言你回答说是登瀛桥、太平桥，有没有这
回事？董老爽朗地笑了笑说，毛主席是问过我
盐城有哪二乔，我回答的就是胡乔木和乔冠华
这“二乔”，并非传闻中的登瀛桥、太平桥那“二
桥”，这只不过是一些地方媒体为了增加看点
而炒作罢了！

董老告诉我，上世纪 60 年代初盐城西乡一带
农业相当落后，耕田都是人力拉犁。为了发展生
产力，当时已经红遍天下的董老就到大丰方强农
场联系购买耕牛。到了方强农场，人家一听说他
就是大名鼎鼎的全国先进典型董加耕，便爽快答
应给他几头牛，但有个条件，要他在农场作先进
事迹报告。于是，董加耕就在方强农场作了几场
报告……最让董老引以为豪的是水田改旱田的

成功，他饶有兴趣地向我讲述当年战天斗地的历
程，其豪情壮志溢于言表。

往事如烟。坐在我面前的董老虽然白发苍
苍，但精神矍铄，时而闭目沉思，时而谈笑风生，
一身得体的中山装尽显劳动者的本色。就是这
样一位朴实无华而又慈祥的老人，普通到走在路
上也少有人认识，但透过他的近视眼镜片，我分
明看到一双睿智的眼睛在说话，仿佛告诉我世事
沧桑，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我不再追问董老的
过往，只想知道一些他的近况。董老有 3 个子女，
都是事业型的好孩子，均已成家立业，儿子大学
毕业后在南京做教师，两个女儿都在盐城本地。
可以说，董老的晚年很幸福，夫妇二人含饴弄孙，
乐享天伦。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董老从领导岗位
退下来后，过着淡泊宁静的生活。日常读读书、看
看报、逛逛街，同时发挥余热，用崇德向善的精神
感召周围的人，关心下一代的学习和成长。老两
口自己省吃俭用，从工资中拿出一部分捐助贫困
学生，还发动爱心人士，组织学郭猛烈士励志助学
队，帮助贫困儿童。董老夫人每年都要写一封热
情励志的信寄语贫困孩子，鼓励他们做个好学生，
让小朋友们在爱的温暖阳光下茁壮成长。他们的
大仁大爱激励很多有爱心的人在公益道路上阔步
向前，也使厚德盐都光芒万丈，熠熠生辉……

临别时，董老和我握手。这是一双粗糙而又
温暖的大手，也是毛主席、周总理曾经握过的双
手。我能感受到这双手的厚重，向我传递了一种
精神和力量，必将鼓舞我追寻每一个幸福时刻。

我 和 董 加 耕 拉 家 常
□ 林 黛

生活中，那些平常而普通的小事，往往最让人感动和温
暖，比如，有人等你回家吃饭。

同学珊，在朋友圈发了一组丰盛精美的晚餐照片，配文
是：等待是漫长的，可我还是想要等你回来一起吃。看着馋
涎欲滴的美食和有些心酸的文字，我的眼前浮现出了珊独自
坐在桌前，默默等待一个人时那孤单落寞的身影。等待是幸
福的，也是煎熬的。

珊是个爱情主义者，长得还算漂亮。上学时，有挺多男
生追求，可她偏没中意的。后来出去工作，在单位喜欢了一
个帅气的外地男生，便不顾家人朋友反对，义无反顾成了他
的妻子。男生家境普通，婚后，他与朋友外出做生意，留下珊
一个人边打工，边照顾家庭和老人。几年来，他们都过着两
地分居，聚少离多的生活。

后来，老公生意做大，回到本市自己开了门面。珊满心
欢喜，以为他们从此可以长相厮守，天天在一起了。可他不
是今天请朋友吃饭，就是明天与客户谈生意，每天早出晚归，
连人影都难见着。每次珊做好一桌子香喷喷的饭菜，满怀希
望等他回来，可等来的却总是那句“我在忙！”珊也很沮丧，就
算这样，她还是时常做好热乎乎的饭菜，在家等着他。因为
爱你，宁愿忍着油烟，为你下厨做羹汤，想每天每顿都和你一
起吃饭。

对于这样等待的滋味，我也曾有体会。以前，父亲也常
去外面干活，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半夜三更才回家。母亲总
是把做好的饭菜端到桌子上，不许我们动筷子，说要等父亲
回来一起吃。可很多时候，我们等到睡眼朦胧，父亲都还没
回来。母亲多次跑到门外去张望，把桌子上的饭菜热了又
热，最后看我们实在熬不住了，才让我们先吃，她自己一个人
等。不管父亲多晚回来，都能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饭菜。

那时，我们觉得最幸福和美好的事，就是一家人围在一
起吃饭。父亲讲着外面的所见所闻，我们说着学校里发生的

新鲜趣事，母亲为我们添饭夹菜，全家其乐融融，那是一天中
最幸福快乐和轻松的时光。食物，温暖了我们的胃，也温暖
了我们的心。

曾经，有位上司在空间里这样写道：人生最幸福的事莫
过于，有人陪你立黄昏，为你做羹汤。酒醒的清晨，桌上放着
一碗暖胃的粥；情绪崩溃的夜晚，手机里传来一条安慰的简
讯；我匆匆忙忙赶回家，而你刚好在等着我。上司说：“我从
前努力工作是为了理想，现在是为了家。”他不管多忙，每天
都尽量陪家人一起吃饭；不是非常必要的应酬都会推掉；必
须要陪客户吃饭喝酒时，都会早点回家。

生活本就是柴米油盐，洗洗涮涮，吃吃喝喝，努力工作也
是为了更好地生活，何苦要把与家人一起享受美好浪漫的时
光，浪费在无效的努力上呢？再忙，也要记得回家，再拼，也
要回家吃饭。

林清玄说：“浪漫，就是浪费时间慢慢吃饭。”回家，是深
情的期盼，吃饭，是温暖的陪伴，一屋两人三餐四季，有人等
你一起吃饭，多么美好惬意的生活，爱和美食都不可辜负。

爱是等你回家吃饭
□ 陈鸿雁

母亲七十多岁了，前年年底病了一场后，就来到县
城和我们住在一起，也方便我们照顾。一家人都住在
一起，每天热热闹闹的，倒也其乐融融。

有天，妻子跟我说，母亲爱“偷”吃，嘱咐我看到了不
要大惊小怪。开始我还不信，观察了一段时间后，发现
母亲果然喜欢待在厨房里，偷偷吃剩下的饭菜。有时是
一个包子，有时是半个红薯，或者是半碟青菜。“奇怪呀，
平时总是让妈多吃点，她就是不肯，怎么反而躲在厨房

‘偷’吃呢？”我不解地问妻子。“开始我也不明白，后来才
知道，妈本身身体就不怎么好，加上害了一场病花了一
些钱，她觉得过意不去，总觉得是给我们添麻烦，偷吃剩
饭剩菜也是为了家里减少一点浪费吧。”妻子解释道。

“哦，原来是这样。”我想起母亲平时吃饭的情景。
饭菜一端上桌，母亲就像个孩子一样高兴，但就是

吃得不多。妻子以为是饭菜不合母亲的口味，变着法
子做些母亲爱吃的，母亲还是如此。每次给母亲夹菜
劝她多吃些，她总是说年纪大了吃不了那么多。我们
也没在意，以为老人都是那样，谁曾想到她是舍不得剩
饭剩菜被浪费，等我们吃好了去“偷”吃呢。“这个老太
太啊，想吃什么就放开吃，接您到城里来住，不就是想

好好孝顺您吗？”我在心里感慨着。
“那我找个时间跟妈说道说道？”我有些心疼母亲。“嘘。我觉得还是不

要，说破了妈会觉得不好意思的”，妻子一向体贴人，“不如想个法子，让妈
‘偷’吃得心安理得。”于是，我和妻子合计了一番。

“妈，这几个南瓜饼等会儿倒了。”“那蒸笼里的几个肉包子，您帮忙解
决了，不然就浪费了。”……这是我们吃饭时经常跟母亲说的话，母亲一边
嗔怪我们浪费，一边顺手把“剩饭”端进厨房。我和妻子常常会心一笑，母
亲一定又在厨房“偷”吃了。所以，我和妻子就约定，母亲在厨房时，尽量不
去打扰她，怕她噎着也怕她感到难为情。

有次我跟朋友讲起母亲“偷”吃的事时，他说他母亲也经常这样。看
来，天下父母都是一样的，年纪大了不能做事了，更舍不得浪费，连剩饭剩
菜都要“偷”吃掉。

我又想起每年给母亲买的新衣服，她大多都不会穿，我们以为是不合她
的心意。后来才明白，她是舍不得，就像舍不得多吃一样，怪不得每次都反
复嘱咐我们不要再给她买衣服了。母亲，真是一个想起来就心疼的词，她
把全部的爱都给了我们，唯独对自己那么小气。

母亲爱“偷”吃，这也成了我家都知道的秘密。

母
亲
﹃
偷
﹄
吃

□
赵
自
力

扁担五尺长

立着是母亲的身高

横着是生活的重量

涉水是一条河的宽度

翻山是一座峰的海拔

扁担压在母亲的肩上

一头是亲情一头是责任

一头是光阴一头是理想

一头是日渐消瘦的身影

一头是愈发饱满的希望

母亲迈开步子

挑起粮食和蔬菜

挑起肥料和柴禾

挑着白天的太阳进城

挑着晚上的月亮回家

挑走岁月的残酷

挑来家人的幸福

很多年后

母亲和扁担驼背了

他们历经沧桑一起老去

一个坐在门口

一个倚在墙角

相看无言

母亲的扁担
□ 侯 镛

自从孩子升入高中，拒绝他们夫妻俩接送上放
学后，生活一下子像失去了什么，他们有点无所适从。

一日晚间，他们夫妻俩没事，妻子提出，去学校
接孩子吧。夫妻俩来到学校门外，家长多得像早上
的菜市场。看到这样的场面，想到孩子路上的安
全，他们内心自责，怎就依了孩子不接送呢！终于
等来了晚自习结束，一张张年轻的脸，像一尾尾活
泼的鱼拥挤着出了校门，一时间，人声鼎沸。统一
的校服，看花了他们夫妻的眼。还是丈夫眼尖，看
到了孩子正和同学一路谈笑风生地走来。他们迎
向孩子，喊着名字。孩子一听到父母的喊声，先是
一怔，随即笑意全无，和同学招呼一声，走到父母身
边。父母“突然驾到”，没有赢得孩子的感激，反而
是一句“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我不要你们接送！”
说完，孩子开起了自己的电动车，追赶着同路的同
学，把他们夫妻俩落在了身后……

回家后，丈夫批评了孩子的行为。孩子有点
委屈，甚至有点着急地说，我真的不需要你们接送
了，我已上高中，懂得行车的安全；再说，你们白
天上班，晚间料理家务，已很辛苦，我真的不忍心
看着你们再平添一份接送的辛劳……

孩子的话说到这份上，他们夫妻俩也没有再
生气的理由，暗暗为孩子长大而高兴。

少了接送孩子的繁琐和辛劳，他们夫妻俩的
时间充裕了起来。人有时候就是这样，整天忙碌
不停，会感到身心疲惫；可当忙碌成为习惯，一旦
闲下来，又感到无聊空虚。于是，他们充分利用
晚上的时间，逛超市、走夜市，为孩子购买一日三
餐喜欢的食材。儿子的夜宵和早餐，成了他们夫
妻情感的寄托，用以纾解因为不接送孩子而在内

心产生的不安。
孩子进入高三，学习明显比先前紧张了许多，

时间也变得弥足珍贵。他们为了替孩子节约时间，
又试探着提出，要不，高三期间，让我们接送你？孩
子一听，依然回了句，不需要！我能行！面对孩子
的拒绝，他们只好作罢，也不想和青春期的孩子过
多的争论，高三了，平稳情绪尤其重要！

这以后，无论他们晚间有什么事情要外出办
理，都雷打不动在儿子下晚自习前赶到家。时间
一到，妻子像一尊雕塑，站在厨房的窗前，朝楼下
的路口张望，搜寻孩子的身影。一旦孩子出现在
她的目光中，她便像一只报喜鸟，吩咐丈夫，孩子
回来了！可以下汤圆了……偶遇孩子晚间忘了招
呼去打球而过了到家的时间，妻子就会变得焦躁
不安起来，一会儿把身子
探出窗外，希望自己的目
光能够看到路的更远处；
一会儿，又把身子探回来，
自我埋怨，要是孩子肯让
我们接他，哪有这么迟还
不回来……

为了节约孩子的休息
时间，清晨，丈夫做好了早
餐，挤好了牙膏，倒上洗脸
水，把孩子的电动车支在
了楼下……旋风般地叫醒
了孩子，孩子以最快的速
度洗漱，吃完早餐，背上书
包，把身后父亲的那句“路
上慢点开车，注意安全”关

在了家中。儿子坐上车，脚一瞪，电动车以最快的
速度上了路。孩子的背影，很快便消失在厨房窗
前送行的目光中……

一日妻子整理孩子的房间，看到孩子在《目
送》这本书中，用红线标出一段话——我慢慢地、
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
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
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
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
地告诉你，不用追……

妻子含泪把书中的句子推荐给丈夫看。丈夫
看后，沉思良久，安慰道，孩子大了，心思变得敏
感了！他一定注意到了我们每天的目送和等待，
这段话上的红线，就是最好的证明……

窗前的目光
□ 胥加山

董加耕近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