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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第一缕晨曦叩响新春的门扉

唤醒你我新生活的开始是窗外的芳菲

街头巷尾的烟火气

那是生活馈赠的甜美滋味

老人们闲坐在社区的口袋花园

脸上的皱纹藏着岁月智慧

孩子们奔跑似灵动的溪水

儿童友好的理念充满在每个片区的邻里汇

新年祈愿

又是一年年的祝福

每一个憧憬的词汇

幸福如炉火燃烧着每寸光阴的纯粹

看那枝头的梅朵绽放希望的花蕊

听这耳畔的风声传递祝福的音轨

在这新年的开端我们敞开心扉

让喜悦把生活描绘

让喜悦把生活描绘

�王丽娜

街角“夕阳红”

�周 飞

我家附近有个小公园，

位于一个十字路口的西南

角。 它就像一块有魔力的磁

铁，深深地吸引着周边的老

人们。

冬日的清晨，阳光轻柔

地洒在街角，给寒冷的空气

添了几分暖意。 那排卖菜的

地摊沿着路边依次摆开，摊

主们多是本地的老人家。 瞧

那青菜，绿得发亮，叶片上的

露珠宛如珍珠般晶莹，仿佛

在诉说着清晨的新鲜；萝卜

呢，雪白雪白的，好似能掐出

水来；还有那金黄的玉米，粒

粒饱满，惹人喜爱……人们

在选购蔬菜的同时，与摊主

亲切交谈，场面温馨愉悦，让

这小小的街角弥漫着醉人的

烟火气息。

见我停下脚步，系着蓝

围裙的老奶奶热情地介绍：

“我的蔬菜都是今早刚从地

里拔的，瞧，水灵灵的！ ”我

买了三样蔬菜，付钱后，老人

开心地笑了， 皱纹如同一朵

朵盛开的花儿。

午后， 阳光尽情地泼洒

下来， 到了一天中气温最高

的时候， 晒得人浑身暖洋洋

的。 小公园靠近街角处有一

片开阔的地方， 这里摆放着

一个工具柜， 一套理发用品

和一架老式缝纫机。 一位六

十多岁的老先生既会理发，

又会补衣裤、 换拉链、 裁裤

脚，还会磨菜刀和剪刀，真是

一位多面手！ 聊天得知，他信

奉“技多不压身”，年轻时靠手

艺养活一家老小，现在老了还

可以用自己的手艺给附近居

民带来便利， 他很享受这种

“老有所为”的生活状态。

他的摊位边除了公园长

椅，还有一张小方桌，几把小

椅子。 每天上午和下午，这

里都聚集了一些老年人。 他

们有的在闲聊，天南海北，柴

米油盐，不亦乐乎；有的坐在

椅子上，静静地看孙辈玩耍，

脸上洋溢着慈爱的笑容；有

的在下棋，时而眉头紧锁，时

而嘴角上扬， 观棋者静观不

语，气氛紧张而又和谐。

傍晚时分， 夕阳将西边

的天空染成了一片红色。 此

时，老人们纷纷离开，有的回

家做晚饭， 有的帮子女去学

校接孩子， 公园一角很快恢

复平静。

等到夜幕降临， 街角小

公园又成了老年人的俱乐

部。 中间的圆形广场上，广

场舞已经拉开序幕， 队伍里

有清晨卖菜的老人， 也有白

日休闲的面孔。 其中一位头

发花白的老奶奶格外引人注

目，只见她动作优雅，面带微

笑， 流露出对生活的无限热

爱与憧憬。

在这小小的公园街角，

我看到了岁月的痕迹， 也感

受到了生活的温情。 愿我们

都能像这里的老人一样，用

温馨而又从容的心态， 热情

地拥抱生活中的每一个瞬

间， 谱写出属于自己的动人

乐章。

刊头书法 李自勤

某社区食堂刚开张时， 免费例汤

和营养羹两个大桶放在大门出入口，

很是醒目，例汤货多味鲜，营养羹顺滑

可口，受到长者食客们的欢迎。

可近来一段时期，情形发生了“逆

转”。

原来， 笔者发现免费例汤和营养

羹大桶前有时排起了队伍， 一些老者将汤勺在桶

里几番打捞，盛上碗的番茄蛋汤貌似清汤，汤里飘

着红丝和蛋丝，难见完整的食材；而营养羹里的白

木耳和枸杞更是汤多食材少， 长者们也费力地用

勺在桶里搜寻，以期捞到完整的白木耳……

社区食堂是政府为民实事工程， 这也是社会

主义国家制度优越性的生动体现。 免费例汤和营

养羹的推出，满载着政府关爱市民的温情，诠释了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理念，汤虽小事，但关爱广大

劳动者，让用餐者享美味同时又能感受这份温情，

这才是大事。

兴许， 经营者可摆出无数理由来解释汤品质

量下降的原因（如经营成本上升，但免费汤也不能

变成刷锅汤呀？！又如笔者多次看到少数老者带着

大瓶小罐来获取免费福利， 使汤品供不应求等），

但加强管理，文明劝导，保证免费汤品质量，端正

为人民服务思想，才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

用儿女情、儿女心为老百姓办每一件实事、好

事，这是社会安定和谐的根本。 试想，当你年迈的

父母双亲踏入社区食堂， 在寒冬里享用着热气腾

腾、货真味美、滋养身心的免费汤羹，心头洋溢的

会是怎样一种滋味？！

希望有免费汤羹提供的社区食堂都能在做好

大众菜肴基础上， 一以贯之将免费汤品这一实事

做好，不仅要提升免费汤品质

量，而且还要根据不同时令节

气推出多款免费汤品，把好事

办实，让百姓喝出幸福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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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逢腊八节，城市的傍晚漂

浮着浓郁香甜的腊八粥味道，这

不禁让我记起清代文人沈复在

《浮生六记》 中“闲时与你立黄

昏，灶前笑问粥可温。 ”这句流传

至今的经典。

《浮生六记》是沈复的自传

体散文。书中以他与妻子陈芸的

日常生活贯穿主线，描绘了两人

相互扶持恩爱情长的婚姻故事。

这对俗世男女，性情才情相

近。 不贪恋功名富贵，一间屋子

一畦地，满足于布衣蔬食的简朴

生活，追求精神的自在与愉悦。

闲暇时分，两人喜欢坐在屋

檐下晒太阳，听鸟鸣，观花开，静

候夕阳西下。

他们相伴多年，把困苦的生

活过出了诗情画意，让平凡的生

命在尘埃里开出了花朵。

他们举案齐眉， 在 23 年的

柴米生活中， 活出了春花秋月，

活成了人间佳偶的样子。

他们把不染铅华的静美与

风雅，诠释得淋漓尽致，成为乾

隆年间江南苏州城中市井人家

的一幅卷轴画。

人们常说的把日子过成诗，

其实，二百多年前的他们已经过

上了。

现实生活中不难听到一些

抱怨，说没有把生活过出精致过

出情调，是因为缺钱。此言差矣！

真正审美的人生， 即便穷

顿，也要尽可能地保留高贵的人

生态度， 和精致的生活艺术，活

出真情真趣。

身在俗世红尘，很多时候会

生出许多无奈。

闲时读读《浮生六记》，几案

一杯清茶， 油然而生的恬淡之

情， 和字里行间的清新之气，顿

时令心纯净如水。

生活还是需要点仪式感的。

张爱玲曾说：“仪式感能唤

起我们对内心自我的尊重，也能

让我们更认真地去过属于我们

生命的每一天。 ”

寒冬腊月一炉火，杂粮豆果

煮成粥，这一幅飘着香甜味道的

画面，也是万家灯火餐桌上最暖

心的一道俗世烟火。

在寒风萧瑟的异乡，更需要

一碗热粥安暖。

下班后，我就把中午在公司

餐厅带来的一碗八宝粥倒进砂

锅，丢进几粒红枣，加点水和麦

片，中小火慢慢煮，直到满屋子

弥漫淡淡的甜香味儿。

我则坐在不远处，以文字添

香。

莎士比亚说：“人应该生活，

而非为了生存而活着。 ”

生存是一种形式，生活则是

一种态度。 生存是一日三餐，柴

米油盐酱醋茶，生活的高境界则

是把平凡的日常，活出了生命的

滋味。

有人伴你立黄昏，有人问你

粥可温。这是很多人心中的美好

愿景，貌似简单，实则需要非同

一般的运气与情怀。愿此时读到

这篇文字的你，无论身在他乡或

家乡， 都有一碗热腾腾的腊八

粥，一个笑问“粥可温”的良人。

腊八情愫

�子 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