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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弟对我说：“哥，我想回家种田。”我瞪了
他一眼，说：“你小子是不是被钱泡傻了，年入
百万的公司不做，回家种田？”二弟没理我，开
着他的黑色小车回城了。

过了一个月，我早忘了二弟和我提的那
事。二弟又回来了，带着老婆，牵着孩子。二
弟笑着对我说：“哥，我回来了，回家种田。”

这些年，我一直经营着村里的小商店，够
吃够喝，若不是二弟提起种田的事，早忘记老
父亲留下的三亩田。村里人，年轻的外出打
工，年老的干不动农活，田里的草和人一般高。

二弟站在楼顶，指着田里一片荒凉的绿：
“秋天，这里将是金灿灿一片。”我捂着嘴，把笑
憋回去，这小子，不出一个月，准是跑得连影都
找不着。

村里的老人听说二弟回来种田，很是高
兴，有的说：“种我的吧！我的田肥，收成好。”
还有的说：“种我的吧！我不收租金。”二弟没
有理会，他早计划好了——全租了，租金一个
不差，一分不少。

没几天，二弟找来几个我们没见过的大
机器犁田。轰隆隆一响，绿色的杂草被压
平，又是轰隆隆一响，田里的泥土便像波浪般
往外拱。

一个月过去了，他却比刚回来那会更认
真，饭也顾不上吃，老是往田里跑。

秧苗长好了，田也侍弄完了。我问二弟：
“这回你要找什么机器来插秧？”二弟摇摇头：
“机器弄不好，上次犁田太潦草了。”

二弟在城里叫来几十个人，跟在他们后面
弯着腰，一个孔一个脚印。

干了两天，我实在撑不住，脚泡肿了，腰一
挺直就头痛。我看看二弟的脚，泡得比我的脚
还大。我对他说：“要不咱算了吧！那钱不是
咱们挣的。”二弟把裤腿放下，摇摇头：：“不是
钱的事。”说完，又往田里走去。

二弟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田里一天比一
天绿，整整齐齐，风一刮，还有淡淡的香味，真
想在田里打个滚。

这淡淡的香味不知被什么虫子闻到，成群

地贴在田里。水稻病了，头顶一片白。二弟那
阵子总是苦着脸，像是得了什么病，脸上没有
血气。

大中午的，太阳像团燃得旺的烈火。我去
田边叫二弟回家吃饭，他抬头看一下我，又低
下头，看他的水稻。对于种田，我懂得不多，又
不知道怎样安慰二弟，只好叹叹气走了。

二弟回到家，翻了许多书，取回些生病的
水稻问些年长的老人。终于，有人识出了水稻
的病，给水稻打了些药水，病很快就好了。

秋天，田野里黄灿灿一片，望不到尽头。
我和二弟轮流守在田里的一个小木屋。一天
清晨，我推开小木屋的门，打了个打哈欠，发
现远处一亩地的谷子不见了。我揉揉眼，走
近些，是真不见了！害怕二弟责怪，我挺着肚
子向他保证：“三天内，我帮你找出这个贼！”
二弟指着田里的脚印，说：“不用了，我已经猜
出是谁了。这样的脚印咱们村只有一个。”这
样的脚印，准是李拐子干的，我拉着二弟的
手：“走，咱们这就去把那个贼抓出来。”二弟
把手一甩：“算了，要不是为了填饱肚子，谁会
做这偷鸡摸狗的事。等秋收了，咋们再送点米
给他吧！”

秋收了，二弟把楼房加高几层。我和二弟
站在楼顶上，二弟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哥，
咱们明年把隔壁村的田也承包了吧！荒了太
可惜了。”

●小小说

回 家 种 田
赵登科

大概是走了一个神，
要不然就是来得太过突然，
油菜花就这样漫遍了山丘。
抬头望去，
从未见过如此烂漫的花海。

一片绚烂的淡黄色，
似海，轻轻随风摇曳，
浪花卷起，不见其边际。
优美的舞姿，
深深浅浅的淡黄色，
仿佛在和风儿挑逗，
对路人招手，
向我展示她无穷的生命力。
泛着点点银光，
比那宝石还亮眼。
每一朵都迎着太阳盛开，
不为爬上巅峰，
只为冲破自己的极限。

油菜花定格在那里，
我的心已不再那么迷茫。
在那金色的花海中，
在那坚持挑战生命的力量中，
我不觉加快了脚步。

（指导老师：刘博华）

●诗园

油 菜 花
邵阳县工业职业技术学校145班 邓陆洁

小年前一天，老弟一直在我旁边不停地念
叨着：“我就是要去超市买辣条吃。”

“我带你去超市买饼干吃，怎么样？”
“不，我就是要去买辣条。饼干不好吃！”
老弟说完还摆出一副态度坚决的样子，看

来是不可改变了啊。不过我还是希望能劝动他
改变他的想法。

“辣条吃多了不好，去买薯条或者饼干。我
给你多买一点，辣条不准买。”

“你不准就不准啊，反正我要去。连妈妈都
准我吃辣条，你为什么不准啊。”老弟趴在我的
课桌上开始耍赖。

我记得以前妈妈是不准他吃辣条的，看来
这几年我在外地读书，家里的一些变化我错过
了很多。比如吃辣条这件事以前妈妈是一百个
不允许，而现在我从老弟的口中知道妈妈的态
度早已发生了改变，只有我还在墨守成规。

“那你自己去买，买完就回来。”我长叹了一
口气，现在的小孩压根管不住啊。

没过一会儿，老弟就捧着两包辣条满心欢
喜地回来，走到我面前把一包鱼仔放我课桌上。

“呐，这是鱼仔，知道你喜欢吃鱼仔不喜欢
吃肉干，我还给你买了一包呢，我好吧！”老弟说
话时特意扬起了下巴，露出了一副好像做了莫
大善事的表情。

看着桌上的一包鱼仔，心中五味杂陈。眼
前的这个男生从小我看着他长大，他幼儿时我
给他唱过摇篮曲，三四岁时我带着他和邻居家
的小孩一起玩游戏。后来由于自己在外地读
书，一年也只能见一两次面，我们的交流少之又
少。在学校与父母打电话时听到最多的是你老
弟又长高了，不过成绩还是不太好。现在这个
少年，刚进入人生的青春期，他开始有了自己的
想法，开始主动关心身边的亲人。

“好哎！我还不知道这包鱼仔好不好吃
呢。”我故意使调子，语气里带了几分戏谑。

“那你别吃，真的是。现在就还给我。”老弟
一脸鄙夷。

“那就算了。”我故意将鱼仔放在身后，生怕
他真的拿过去。

看着老弟在一旁一边咬着肉干一边玩手
机，不禁感慨没有哪个孩子不爱吃零食啊。

小时候，我经常向妈妈要一块钱跑到村子
的商店买三包水果糖吃，偶尔也会趁妈妈不注
意买两包水果糖外加一包辣条。当自己用一块
钱换来三包小零食时心里是满满的高兴，恨不
得昭告全天下我有零食吃了。但是吃辣条的过
程又是极其痛苦的，像自己身上藏了很多的宝
贝只能自己一个人静静地观赏。自己一个人躲
在小房间里，满心欢喜地撕开食品包装袋，将手
指伸进沾满辣油的包装袋里面拿出一两根辣条
放进口中，迅速而又缓慢地咀嚼，生怕没吃完妈
妈就来找我——一旦被发现肯定又是一顿巨
骂，可我又舍不得将眼前的辣条快速地解决掉。

我和老弟一样喜欢吃零食，尤其是辣条。

●回望

零食的记忆
赵桂丽

度过了喜气洋洋的春节，
大家的钱包是否已经被撑破了
呢？我开心地准备着自己的心
愿单，打算用压岁钱得到它
们。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妈妈
竟然让我学会“理财”！

“理财”就是如何管理手中
的钱财，这对于只要钱包里有
钱就一定会把它用光的我来
说，还是有一点难度的。想到
这，我不竟打了个寒颤。

早上妈妈给了我50元钱，说
要我买一些菜和文具用品。我的
理财计划就在这时悄然拉开了序
幕。我首先拿出一个精致的本
子，在本子上详细地计算着怎样
用最少的钱买最多的东西。

准备工作完毕后，我二话
没说，飞快地跑到菜市场选较
便宜的菜。一眼望去，哈哈！
就是你了——土豆！“老板，土
豆多少钱一斤啊？”“不贵不贵，
市场价 4 元。我这 3 元，小姑
娘，买点啵？”这位卖菜的奶奶
慈祥地看着我。“老奶奶，3 元
太贵了吧，不不不，2 元钱吧。
如果土豆好，我还可以再推荐一
下，有回头客也是好事，那时您
不赚大发了？”“额……这个嘛，
说得也对，那小姑娘记得要帮我
推荐啊！”“那肯定的！”果然，凭
借着我的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
老奶奶，买了2斤土豆，省了2
元，一股自我敬佩感油然而生。

接着我用同样的方法买了胡萝
卜、白菜、鱼，共花了 11.9 元。
不要说我狡猾，这叫智慧！

在去文具店的路上，我不
禁对“理财”这个问题思考起
来：在生活中，有很多不必要的
开支，比如零食、打的和不必要
的购物等。在夏天的时候，如
果将解渴的昂贵冰镇饮料换成
相对价廉的白开水或水果，将
打的变成乘公交车或者走路，
积少成多，这难道不是理财的
一种有效的方法吗？

想着想着，我不知不觉地
来到了文具店，里面的阿姨眉
慈目善，给我推荐了很多物美
价廉的文具。我不费吹灰之力
就选好了心仪的物品。拿着没
超支却满满的一大袋文具和
菜，我踏着轻快的脚步回家了。

妈妈一开门，我就自豪地大
声说：“妈妈，您好，我还剩下3元
钱，厉害吧？”“嗯，东西一样不
少，也没超支，不错，不错……”

“妈妈，我跟你说，你少去
一次美容院、服装店就能减少
不少开支呢；还有爸爸，一天少
看一小时足球赛，说不定还能
省不少电费呢！”

“好，好，好。听你的，我们
的女儿越来越厉害了，真是一
个理财小能手！”爸爸欣慰地点
了点头。

（指导老师：陈琳 刘剑）

●成长

我是理财小能手
隆回县第二中学159班 刘厦妮

那年盛夏，我遇见她。
高一军训，她就站在我的旁

边。那时的她，那么美好，清新、恬
静，扎着马尾辫，从下到上都透露
着阳光的气息。我喜欢她，喜欢她
嘴角永远洋溢着的微笑，给人无限
暖意。好像只要看到她，生活就充
满阳光，是彩色的。

后来，她担任了我们班的学习
委员。我们班是年级中数一数二的
班级，班主任也是气压全场的年级
主任。她能成为我们班的学习委
员，真心不容易。她是一个超级外
向而且也很大胆的姑娘，在竞选班
干部那天，她特别积极地走上讲台
自我推荐，一说起来便滔滔不绝。
那时的我，真心佩服她，我那时还
是相当害羞腼腆的新生。

有一次主题班会让我记忆深
刻。主持人在讲台上激情四射地主
持着班会，可讲台下的同学却在自
顾自地学习着、讨论着，当然也包括
我，丝毫没有积极参与的意思。她当
时就很气愤，走到讲台上去，意味深
长地讲了一番话。她说：“同学们，学
会倾听是一门十分重要的艺术。你
们都是尖子生，优等生，你们要抓紧
每一分每一秒学习，可尊重别人难
道就不重要了吗？”我的内心为之一
震，我想，我错了。

那年盛夏，我与她告别。
总有些人，悄悄地来，默默地

等，如灯照亮了我们的行程，温暖
了我们的人生；更多的人，匆匆地
出现，急急地走远，如流星，没有永
恒，却有瞬间的光辉。

在人生的分岔路口，我选了文
科，她读了理科，两人好像从此走
上一条永远不会交叉的路。那个夏
天，我哭了。我知道，以后的路再也
不会有彼此的朝夕陪伴。我假装没
关系，可内心却抑制不住地流泪。
她说：“不管你走到哪里，我都是你
坚强的后盾，只要你需要，我就会
在你身边。”高二去新班级报到那
天，她如约而至地出现，陪我走过
一级级阶梯，陪我踏入新的班级，
新的环境。我的心很舒坦，因为我
知道她一直都在。

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极
少看见她，心里不免有些落寞。直
到再次看见她时，两人会心一笑。
她张开臂膀，我像是看到了一个久
别的老友，疯了似的跑过去，紧紧

抱着她。没有太多言语，我想，真挚
的语言不需要言语的修饰。我很想
她，距离没有拉开我们的距离，距
离果真产生美。

那年盛夏，我们奔走上各自的
战场，追逐梦想。

她告诉我说：“毕淑敏曾说：‘优
等的心，不必华丽，但必须坚固。’”

我们在各自的漩涡里打着
滚，被一次次挫折伤得体无完肤，
却依然笑着说，没关系，我还行，
不管碰到什么，我都会笑着走到
最后。高三很累很苦，像炼狱，会
迷茫，会失落，会痛苦，但那梦想
却始终闪耀着，教你无论如何都
不要放弃。

橘黄的路灯照射在她的脸上，很
唯美。我握住了她的手，握得很紧很
紧。朋友，珍重。在高考这条路上，我
们都要坚持，做自己的英雄。

她说：“朋友，今天你我共聚一
堂，但愿十年后，你我仍是老友，仍
有机会，对你举杯，共叙浓浓情谊。”

（指导老师：肖东光）

●青春

做自己的英雄
隆回县第二中学619班 陈玉凤

青少年文艺

地涌金莲 杨民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