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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陈晶回到家， 小燕说：“晶

姐，房东上午来了，说让咱尽快搬走。”

陈晶长叹一声，没有答话。屋子里

的气氛很沉闷，只有小孩的吃奶声。小

燕偷偷瞅了几眼陈晶， 心中有种内疚

感，认为不该一进门就说扫兴事。她把

外面晒的被子、尿布收回来，说：“来，

我抱住他，你出摊吧。 ”

“不去了，以后再不出摊了！ 做饭

吧，吃过饭，早点儿休息。”陈晶的表情

很平静，看不出怨恨和气馁。

孩子睡着了， 她拿出稿纸趴在床

边写下三个字“刘老师”，这时，耳边又

响起厂长那声嘶力竭的声音， 脑海里

又浮现出韩振淇的一切———他的面

容，他的胸怀，他的抱负，他的执著，怎

不使人佩服？ 本是青梅竹马、 两小无

猜，如今却好似隔了千山万水，她没有

脸面和勇气跑去看他一眼， 相见只有

在梦中。

饭做好了，燕子给她端到跟前，她

仍然没动一下。 燕子把饭端回去热了

热，又盛好端给她，她依然没动一下。

夜深人静，屋外传来猫头鹰的哀嚎，她

才猛然醒悟过来， 除了厂长赞扬韩振

淇的话没有写，她在厂里的处境、房东

要收回房子的事一股脑儿涌向笔头。

信中她让刘怀抓紧活动， 把她的工作

调过去，厂里是没法再待下去了。今天

厂长的批评意味着下一步对她要采取

措施了，厄运也许就在眼前。

信写完了，她站起来，看了看墙上

的挂历，叹了一声，自言自语地说：“明

天又是二月二十二！ ”

这一天是东庄一年一度的大会，

小时候她常跟石头哥、小昌去赶会，趴

在戏台边上看戏。 那时谁兜里都没装

一分钱，都是看完戏肚里饿得咕咕叫，

精疲力尽地往家走。那次，一个提油条

的人从他们面前过，香味扑鼻，让人垂

涎三尺。不知道咋回事，一根油条忽然

掉在了地上，石头先看见了，弯腰拾起

来，喊住那人。也许是被小孩拾金不昧

的精神感动了，也许是嫌脏了，那人扭

头笑笑走了。 石头用手抹了抹上面粘

的土，吹了吹，拽一半给了她，又从剩

下的一半上拽了一大半递给小昌，送

到自己嘴里只是一点点儿。

后来，父亲的官越当越大，家里生

活越来越好，炸油条成了家常便饭，她

每到这天都要让妈妈炸油条， 请石头

哥到家吃个够。就是在学校，每到这一

天， 她也恨不得买上几根油条寄给千

里之外的石头哥。如今，“一枝折得，人

间天上，没个人堪寄”。

太阳出来了， 阳光照在身披新绿

的大地上，暖融融的，没有一丝丝风，

柳树吐满了新芽。陈晶走到邮政局，把

信投进信箱里，心中有种解脱感。信刚

刚投进信箱，她就盼着回信。

五十七

这天，孬牛早早喂饱小毛驴，扫扫

毛驴身上的灰，他在前边牵着驴，小满

囤在后面跟着，朝集镇上走去。

俗话说：一座楼，三辈愁；泥抹棚，

辈辈穷。 是说盖一座楼需要三代人的

努力。 第一代人起意打算盖楼， 农闲

时，人挑车拉，到河滩里拣大鹅卵石，

以备下地基。省吃俭用积攒些钱，到山

上买方石头，再买上砖、石灰，就算不

错了。儿子继承父辈遗志，继续置买梁

檩。 不出天灾人祸，第三代才能住上。

有的是一辈子奋斗盖座泥抹棚， 鹅卵

石垒到窗户台那儿，上面是土墙，房顶

用石灰混泥抹两遍，就成了，房子是见

雨就漏，辈辈修，辈辈穷。

槐树庄的人一家喂了几棚鸡，手

里有钱，就想起盖楼了，一个比一个盖

得气派。孬牛也盖起了两层楼，韩家门

楼的半拉院子按照分家时的契约卖给

了韩世诚， 孬牛一家搬到了宽敞亮堂

的新楼房，买上了大彩电、沙发、组合

家具柜， 孬牛高兴得半夜起来掂着湿

毛巾擦玻璃。

楼房住上了，新问题又出来了：一

是小满囤一天到晚坐在电视机前，吃

饭都顾不上，经常跟他争遥控器；二是

家里的那头小毛驴。 现在村里几乎家

家都买上了拖拉机， 用时一转方向盘

就走了，比毛驴好用多了，他就想把毛

驴牵到会上卖了。

刚到会上， 几个经纪人围在了一

起，在衣襟下面碰了碰手指，会意地笑

笑，走了。 孬牛看经纪人走了，说：“满

囤，你先看着，咱爷儿俩换班吃饭，趁

这会儿人少，我先去。 谁来问，少这个

数不说。 ”他伸出手指晃了晃走了。

他到烟摊上买了两盒烟， 往兜里

一装，走进饭棚里，趾高气扬地说：“来

两块钱的油条，半斤好酒，一碗绿豆面

条。 ”

卖饭的年轻人称好油条端上问：

“要多钱一斤的酒？ ”

“十块钱以下的别说。 ”孬牛财大

气粗地说。

旁边站着的一位老汉说那年轻

人：“真是没见识，三里五庄的，谁不认

识谁？有钱没钱走路都不一样，掂的烟

都不一样，要眼不是出气用的。拣好酒

往上端， 这就叫看客上菜， 年轻人不

懂，还老埋怨我嘴碎。 ”

孬牛听到这话很顺耳， 掏出烟递

给老头一根。 老头一边摆手， 一边去

接：“我有，你瞧，我有。 ”

他接住烟， 客套着说：“哪儿的

客？ ”

“槐树庄的。 ”孬牛自豪地说。

“槐树庄这几年中了，韩家门楼净

出有本事人。石头成气候了，给这一片

办不少好事。 ”

“我就是门楼里的， 石头那是我

侄，我是他叔。 ”

听到这话， 老头赶紧从自己兜里

掏出一根带过滤嘴的香烟递过来。

“不吸了，吃罢饭还有事呢。”孬牛

说着，把手中的半截烟扔在地上，用脚

踩灭，端起了酒杯。

牲口交易市场上的人越来越多，

小满囤见他爸回来了， 迎上去说：“刚

才那个经纪人又来了，给七百八十块，

卖不卖？ ”

“不卖。 少八百不卖。 ”

经纪人又带着一个老头走过来，

跟孬牛在衣服下面碰了一会儿手指

头，孬牛摇了摇头。

“你看看，老几辈、少几代都是亲

戚，就这个数吧，我当家让他牵走。”经

纪人大包大揽地说。

那个老头一听经纪人的话， 赶紧

走过去套近乎，说：“槐树庄的不是？一

说都是亲戚， 俺表叔的干哥就是韩家

门楼的， 那里的爷儿们出来都是排排

场场的， 除了孬牛———那爷儿们很义

气，我好跟这样的人打交道。 ”他一看

经纪人给他使眼色，赶紧把话改了。

经纪人怕他再说错话， 赶紧把他

拉到一边说：“你牵走吧，不亏，出不够

一百斤肉，你牵来，我给你退钱。 ”

买驴的往后退着说：“今天晚上就

杀了，咋给你牵来？染房能倒出白布？”

一边说着，一边掏出个手绢，一层层解

开，要交钱。

小满囤一听，拉住他爸说：“爸，他

是开杀锅的，他要把咱的驴杀了！ ”

孬牛一下子跳起来， 借着酒劲撒

泼：“你想杀我的驴！给一千块，给一万

块也不卖！弄半天了，你是王老五卖熟

驴肉的。 你爹开杀锅，你又开杀锅，坏

良心！你想杀我的驴，想死你！”他把手

一扬：“只要不是买来杀肉的， 少一百

块我卖了！ ”

好汉不吃眼前亏， 买驴的一边包

钱，一边往后退，拉开了对骂的架势，

毫不示弱：“我要知道是你孬牛的驴，

你倒找我一千块、一万块，叫声二大爷

我也不要！ ”

孬牛一个劲儿往前蹦， 买驴的不

服输，一句也不让。旁边看热闹的把那

个买驴的推走了，那人就坡下驴，一转

眼钻进人群里，再也看不见了。

孬牛的驴终于卖了出去， 买主是

个跑脚拉货的，几乎天天都从村头过，

常在老槐树下喝水、休息，在马路边喂

牲口。孬牛从经纪人手里接过钱，颤抖

着把缰绳交给那人， 交代说：“这驴别

的毛病没有，就是一到春天好上火，清

明前后，往它鼻子里灌俩鸡蛋，一年都

不用再操它的心。喝水时怕喝呛，我都

是往水里放点草，它就不呛了。 ”

驴是人的好帮手， 人不懂它的语

言，它可懂得人的号令和言语，小毛驴

低着头一动不动，两眼流出了泪水。它

被拉脚的牵走，没走多远又停下，扭头

张嘴叫了好几声， 才不情愿地迈开了

步子。

孬牛见状也掉了两行热泪， 哽咽

着说：“满囤，咱也走吧，不去转了！ ”

（53）

□李鹏

3月 30日， 市政协九届三次会议在市人民

会堂隆重闭幕，会议期间收到提案 228 件，立案

218件。（详见本报 3月 31 日 3 版《政协市九届

三次会议 228件提案立案 218件》）

提交提案是政协履行职能的重要途径，也

是政协委员参政议政、 反映群众声音最有效的

方式。 在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立案的 2 1 8

件提案涉及经济建设方面有 6 0 件，涉及教科文

卫的有 8 0 件，有关政法、统战、社会保障等方面

7 8 件。 这些立案都关乎民生，反映民意，如将学

前教育纳入政府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社区服务，

完善信访评价体系，提高城市规划和管理水平，

加强城市公共交通、 住房保障、 学校安全管理

等，都是群众急切盼望解决的问题。

这些提案件件都反映了民情、民意，因而得

到了政府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在大会闭幕后，

市政协将与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一起，对

经审查立案的提案进行整理并确定承办单位，

按照程序转交各承办单位办理。

我们也看到， 群众对政协委员寄予了很大

希望，不时建言献策，像市民牛清波提出的城市

公交实行全线票价一元制， 杨文合提出的解决

钜桥镇农村老人养老问题等。

2 2 8 件提案，立案 2 1 8 件，占了 9 5 % 以上，也

反映出政协委员们不断提高提案质量， 为政府

部门采取相应措施提出了更好的意见。 希望这

些关系群众民生的提案早日得到落实， 让群众

得到更多的实惠。

□毕晓哲

近日，一段视频引发热议，视频中，吉林扶

余县被投诉欺骗投资商， 副县长在协调会上对

暗访人员“发飙、摔门”，县委办公室主任满身酒

气。 县委书记则称，所投诉问题发生在自己上任

之前，跟自己没有关系。（3月 31日红网）

四年前，有这么一个约定：吉林德卡集团投

资建设县医院大楼，作为交换条件，扶余县政府

决议将医院周边的部分土地开发权转让给德卡

集团。 如今，医院大楼已投入使用，而县委县政

府对德卡集团的承诺迟迟不能兑现， 卫生局和

医院的家属楼却拔地而起。 政府部门对建设合

同单方背弃，却在协调会上做出了“发飙、粗口、

摔门”的强硬姿态。 如此出尔反尔，无不让人诧

异。

在古代社会，官府出尔反尔的事例很多，其

原因就在于人治环境下的官府意旨就是号令，

很多时候办起事来要看父母官的心情；但如今，

事实铁定，法令条条，扶余县领导也不可能不知

个中详情。 可以肯定地说，政府不兑现承诺就是

领导们内心的真实意思。

这一事件之所以成为热点， 还是源于前一

段时间“摔门哥”副县长视频在网上的热传与跟

帖。 如果不是先行引起网络关注，以及“暗访者”

的介入， 公众很难相信这一事件能得到监督并

予以处理。

处理“问题官员”，维护权益人权利，如果总

是经由这种“暗访式”的曝光、偷拍式的举报，才

能打掉个别官员的嚣张，没被“暗访”到的、“偷

拍”到的，还会有多少？“偶然的曝光”发现问题，

恰恰说明监督机制上还存在漏洞， 也说明被监

督者并不惧怕现行的监督机制。

一次“暗访”最多可以治住一个“摔门哥”，

甚至究竟如何亦未可知，但是，当地的软环境办

有多大精力，才可以天天暗访、事事暗访？ 这些

问题很令人纠结。

人们呼唤多一些类似的“暗访”式的发现问

题，用来自于上级的强力监督，为“摔门哥”、“咆

哮哥”纠偏。 但笔者更希望身为监督主体的每一

公民，都能主动行使自己对公务人员的监督权，

拿起自己的手机、相机、录音笔等，依法取证，积

极向有关部门和媒体报料。 只有这样，才可能从

根本上消除“摔门哥”、“咆哮哥”成长的土壤。

期盼提案尽早落实

只有“暗访”才能治住“摔门哥”？

强令每天写工作日记

“日记门”局长会写啥？

□刘昌海

4月 1日起，河南中牟县要求科

级以上干部每天至少做一件具体的

事，要记日志详细记录。（3 月 31 日

《郑州晚报》）

一说到领导干部每天记录自己

做的具体事， 人们难免会想起那位

写“香艳日记”的局长韩峰。 面对中

牟县的规定， 也许很多人都会产生

这样的想法： 如果韩峰局长在中牟

县， 他会怎样记录每天的工作和生

活， 在上级发给的工作日志笔记本

上都会写些啥？

相信他不会如实记录自己的香

艳生活， 而是会一本正经写上自己

办的“实事”。 以他写香艳日记的文

笔，从工作日志里面，我们不但找不

出一点腐败堕落的影子， 恐怕我们

还会发现一位好事做得比雷锋还

多、 工作劲头比焦裕禄还足的好干

部。

人都是趋利避害的， 即使是小

学生， 在老师要求天天写日记并进

行检查的时候， 也会忽略掉偷邻居

王奶奶菜园里西红柿的事情， 而只

把帮对门李爷爷擦玻璃那件事写

上。 至于编造一些无伤大雅的“好人

好事”，更是孩子们的拿手好戏。

这样的政策初衷或许不错，只

担心执行下来， 那个工作日志笔记

本只会变成表扬与自我表扬的功劳

簿。

自夸的本领谁都有， 那些落马

的贪官，落马前看起来样样优秀。 指

望他们“自曝”，可能性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