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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强

初冬，一座熟稔得不能再熟稔
的城市模糊了从前的模样。广场的
音乐与舞姿、步道的倩影和足音，
以及霓虹闪烁的跨江大桥、隔江相
望的新城，都把跃动的情致暂时收
藏起来。

此刻，习惯了这座城市随性自
然的人们才蓦然明白：我们的城
市，需要深爱这座城市的人们做出
一些让步、舍弃，站在重现城市荣
光的理性高度上。

城市有恙，疼着城市里每个人
的心尖尖。这座生生不息的城市，
每天带来拂晓的启明，带来江轮的
笛声，带来人流、车流、物流，以
及鲜嫩的果蔬、鲜活的鱼虾和鲜香
的食品，那些时髦的靓装，那些敞
亮的橱窗，那些你来我往的拜访、
交谈，等等一切，都是这座城市不
可或缺的生机与活力。没有了这些
城市的经典元素，日子一定是乏味
的，生活一定是枯燥的。

于是，这座城市的人们，在祈
祷城市早日康复的祝福中，以各种
各样的方式，呵护着城市，关切着
城市，治愈着城市。

初冬，我的目光掠过口罩后
面的每一双眼睛，从这些眼神与
眼光中，领略到了这座城市的厚
重底蕴、蓬勃根脉和精神内涵，
让我找到了这座城市欣欣向荣的
魅力所在。

在核酸检测人员的眼睛里，流
露出“人民健康高于一切”的至高
理念，他们置身于抗疫一线，把危
险留给自己，把安全留给市民。眼
神里，没有畏惧，没有退缩。他们
心里想的是，市民就是我的亲人，
我的亲人安好了，我的这座城市就
会笑逐颜开。

在“红马甲”志愿者的眼睛
里，透露出“我为人人，舍我其
谁”的服务宗旨。清晨，市民们还
在梦乡时，这些身披“红马甲”的
志愿者就早早来到工作点，督促扫
描健康码、场所码，一个个站得腰
酸背痛，却没有听见他们哼一声、
怨一句。这些志愿者中，也许家里
还有需要照顾的年迈双亲，也许还
有居家上网课的孩子，但他们一站

上岗位，眼神中就透出一定要把事
情干好的坚定。

在物资保供人员的眼睛里，装
着的全是小区业主们的需求，配送
新鲜、干净、无污染的蔬菜，水
果、食品，就是自己的分内事，绝
不可以马马虎虎，哪怕是一瓶水、
一根葱、一袋盐，都要配送到位。
配得满意，就是服务的最高原则。
没有车，就转弯抹角、爬坡上坎，
靠双脚走；汗湿衣背了，就咬咬牙
坚持；实在口渴了，就猛喝几口
水。总之，在他们的眼神里，关注
的是张大妈、李大爷的购买清单，
是小区几栋几层几号的需求配置。
他们的眼神仿佛还在说，别看我们
干的是不起眼的小事儿，却关乎每
一位业主的安心、安全和安稳。

在小区业主们的眼睛里，看
到的是服从指挥、听从要求的朴
素情感，也看得到眼睛里闪烁着
的“不给抗疫添堵，不给政府添
乱”的简单道理。一听见大喇叭
传来“居民朋友们，戴好口罩，
下来做核酸啦。请亮出健康码、
身 份 证 ， 自 觉 排 队 ， 间 隔 一 米
远”的喊声，左邻右舍来到小区
院坝，站队排位，秩序井然。业主
们的眼神里，传递出来的是配合社
区工作，支持抗疫工作的理解，他
们亦为这座心心念念的城市的“康
复”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同住一个小区的谭女士给我
微信里发来她爱人的抗疫故事，
让我非常感动。谭女士说，她爱
人是区卫生健康委负责疫情防控
的工作人员，这一直奔波在疫情
防控一线，夙兴夜寐，鲜有彻底
放松休息的时刻。

……
如今，安静了一段时间的江

津，正开始逐渐恢复往日的活力，
街边商铺陆续开张，城区各条道路
上的车辆渐渐多了起来，属于城市
的那份“喧嚣”正慢慢回归。但这
个初冬，这座城市里，那许许多多
或刚毅、或坚定、或坦然、或质朴
的眼神让人难以忘怀。

这一双双眼睛里，汇聚的是信
心与力量，诠释着这座城市的精髓
与肌理，并浇筑着众志成城的群
雕，熠熠生辉，光彩夺目……

□ 何龙飞

父 亲 是 一 个 平 凡 的 农 民 ，
却很用心地热爱、追求着他的

“事业”。
当个“好木匠”是他的“事

业”。父亲年轻时拜村里的张木
匠为师，学习木工手艺，努力做
个名扬四方的木匠。

目标锁定，动力就来。父亲
反复领悟师父传授的技巧，适时
加以实践，再总结，日子一久，木
工手艺进步就快。渐渐地，父亲

“出师”了，能够单独揽木活做
了。由于工钱合理，做的木具美
观、实用、质优，颇受主人家好评，
所以，父亲做木活的积极性更加
高涨，常常加班加点到深夜，才趁
着月色回家。如果是全包工，则
抓紧时间做，提升效率；如果是做
天，决不会“窝工”。他以为，当木
匠也得讲究“职业道德”，起码良
心上要过得去。

有 嫉 妒 者 的 闲 言 碎 语 袭
来，或者欲与父亲比高下。父
亲没有计较，找准时机与嫉妒
者在现场“比赛”，做到了“又
快又好”，令那些嫉妒者无话可
说，心悦诚服。

从此，父亲这个木匠的声
望越来越高，请他做木活的人
越来越多，既锻炼了手艺，又
增加了收入，保障了家庭的开
支，对于“木工事业”，父亲热
爱并乐此不疲。

随后，父亲在母亲的支持
下，先后到过桥工处、茶厂、学
校等地做木活，仍旧激情高涨，
认真负责，把木具做得又快又
好，赢得了口碑。到村民家里做
木活，做出的木家具依然好看、
结实、耐用，收的工钱又不高，
成了口口相传的“好木匠”。听
到那些夸赞，父亲的心里惬意极
了，信誓旦旦地要把“木工事
业”进行到底。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随着
电动工具、款式新潮流等与时俱
进，父亲的“木工事业”受到冲
击，逐渐冷清起来。“审时度势
才是明智之举！”父亲迫于无
奈，只得尘封了木匠工具，只任
美好的回忆成为一笔不菲的“精
神财富”。

此路不行，那就另辟蹊径。
父亲喜爱上了“牛经纪”这个老
行当。他认为，这就是自己追求
的“新事业”，理由是“牛经
纪”磨的是嘴皮子和脚板皮，虽
然辛苦，但相对木工来说，来钱
快而多，也要轻松些。

于是，父亲找老汪、老余、
老刘、老常等资深“牛经纪”请
教，一起做“牛生意”，取了不
少“经”。随着牛生意的红火，
父亲学到了“看女要看老丈母，
买牛要买炸角牯”“买牛要看头
齐尾齐、三宽四薄”“上买一张
皮，下买四个蹄，前要眼睛鼓，
两头一展齐”等口诀，反复操练

后能够熟能生巧地应用，既说得
好听，令买卖双方高兴不已，又
说得实在，促成生意的成交。当
然，父亲从不赚“昧心钱”，只
要过得去、买卖双方满意，他就
问心无愧，心安理得。就因这品
德，找父亲买卖牛的人越来越
多，父亲也就把“牛经纪”事业
做得风生水起，有门有路，贴补
了家用，有力地支撑起一个家。

对父亲来说，最重要的“事
业”莫过于“育儿”。父亲知
道，自己家里穷，经济拮据，生
活艰苦，把两个儿子培育好才是
出路，才有希望。

母亲很赞成父亲的想法，支
持父亲的“育儿事业”。就这
样，父亲早出晚归出门干农活、
做木工、当“牛经纪”，甚至挑
黄砂、抬预制板，步行三十多里
路到邻近乡场卖锄把、粮食、鸡
鸭蛋、竹具，千方百计地挣血，
保证我和弟弟读书的费用之需。
虽然我们几次参加中考、高考落
榜，他并没有责怪我们，而是给
予安慰和鼓励，让我们重振旗
鼓，继续学业；旁人劝父亲搁浅
支持我们读书的心思，他却无怨
无悔，哪怕他和母亲吃差点、穿
差点、苦累点，他也在所不惜；
我们思想“抛锚”，父亲会
及时做思想工作，让
我们打消顾虑，轻
装 上 阵 ， 好 好 学
习，天天向上。

天道酬勤。那年金秋时节，
我们先后考上中专、大学，实现
理想，慰安心灵，父亲为自己的

“育儿事业”有成倍感自豪。
冷静之余，父亲不时提醒我

们“好好干”“路子要正，为人
要正，品行要正”，俨然把“育
儿事业”进行到底。我们牢记他
老人家的教诲，坚实而自信地走
好人生路。

最艰辛的还是父亲的“粮食
事业”。他和母亲起早贪黑，整
理土地、播种、育苗、移栽、施
肥、除草、除病虫害，忙得不亦
乐乎。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父母
的辛勤劳作下，家里的粮食除了
吃外还绰绰有余，他们便把多余
的粮食卖给酒厂、加工厂、贩
子，换来一叠叠钞票，确保了家
庭开支。加之，种粮综合补助、
粮食作物保险等惠农政策深入人
心，更加激励着父亲扩大种粮面
积。天长日久，父亲对“粮食事
业”的追求孜孜不倦，累并快乐
着，尤其是每年的丰收时节，他
快活得像个孩子似的。

路漫漫其修远兮，父亲一如
既往地“上下而求索”属于他的

“事业”，直到确实不能再耕耘为
止。感恩父爱如山，他的这份

励志精神也成为我们
人 生 的 重 要

财富！

□ 赖维辉

防控的日子
有些不安

线上的唐诗宋词
一片旖旎的江南

浓荫里的院落
斗鸡声不断

那些推开窗张望的脸
似朵朵花儿争艳

人生，总有收窄之处
初心，仍绚烂如前

初冬，目光掠过每一双眼睛 父亲的“事业”

疫情渐渐消散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