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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灰是只有黑色条纹的猫，记

得它刚来我们家的时候，特别的瘦

小，身上的毛都结在一起，脏兮兮

的，一只眼睛还化着脓血，睁不开，

只能睁着一只眼睛，露出尖尖的小

牙齿，冲着你“喵喵”的叫唤。我是

不敢抱它的，生怕自己一不小心，

会伤了它。

奶奶说，小灰是别人家送的，

觉得养不活了，她就给抱了回来。

奶奶给小灰洗了澡，那只化了脓的

眼睛也做了清洗，还给它泡了奶

粉———那是爸爸买给奶奶喝的。

小灰就这样在我家住了下来，

它没有像我预料的那样死掉，而是

越发健康起来。那只化了脓的眼睛

也好了，小身子像发了酵的面粉膨

胀起来，肉嘟嘟的，着实可爱。

我和小灰日渐亲密起来。

记得那是一个天气已经很冷

的晚上，本来在我怀里睡得好好的

小灰，挣脱了我搂着它的手，从被

窝钻了出去，睡得模模糊糊我，试

图阻止，可是它还是出去了。困得

不行的我，等了一小会，又睡了过

去。不知过了过久，小灰回来了，黑

暗中，我摸到它占了满身露水的

毛，还听到它“喵喵”叫唤的厉害。

我顿时清醒了，赶紧让奶奶开了

灯。灯光下，我的眼睛一瞬间红了，

小灰后脚上，夹了一只大大的捕兽

夹，银白色的铁器泛着冷光，让人

莫名的哆嗦。小灰的头在我手边蹭

着，嘴里不住地叫唤。我的眼泪一

滴滴地落下，手是抖的，只能一下

一下抚摸着小灰占了露水的毛，却

是不敢碰那个夹子，爷爷使了大力

气，才将那个夹子掰开。

后来，小灰成了一只坡脚的

猫。它不怎么再喜欢出去，只是我

每日放学，它会坡着脚来接我。闲

暇时，我会抱着小灰晒太阳，一切

好像和从前一样。

一个晴好的傍晚，晚霞染红天

际，我背着小书包如往常一样疯跑

回家，可是这一次，小灰却没有来

接我，我有些心慌，冲到家里，扔下

书包，房前屋后地唤着小灰，可是

那道灰色的影子再也没有出现。

我找了一天又一天，等了一年

又一年，我的小灰再也没有出现

过。后来我遇到很多猫，但是我很

少抱它们，我总是要先看着它们的

眼睛，看它们棕褐色的眼睛里，是

不是有着我寻找的东西，看它们是

不是我的小灰。我害怕错过每一次

和小灰不经意的相遇，总是期待着

和它再一次的重逢。是的，我知道，

我终将有一天会和它重逢，我一直

坚信着。

小 灰
阴 刘莹莹

宋保大桥是连接涟水县保

滩镇与淮安区宋集乡的一座横

跨古淮河上的大桥，大桥不仅端

庄、大气，而且桥面宽阔、平坦，

可以四辆汽车并行不悖，大桥两

侧安 全防 护设 施也 十分 完 备 。

原本隔河相望的两岸居民终于

可以随时互通往来了。

保滩镇镜内的古淮河河面

大约五十米宽，因为河水较浅、

泥沙较多等原因至今没有通航，

多年来河两岸几乎没有经济项

目开发，都是普通农田，河内资

源也是十分有限。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古淮

河上每隔三五里路远就设有一

个渡口，以供两边居民相互走

动。那时的渡口虽然较多，但是

相关的管理还不健全，摆渡的收

入又十分微薄，每天摆渡人缺

岗、脱岗问题严重，需要过河的

人们往往只好上船自行摆渡。这

样的操作对于会游泳的青壮年

男子而言还好，若是老弱妇幼人

员急需过河，现场又无人可以求

助时就比较麻烦了，特别是冬天

一场雨雪过后，河两边码头泥泞

不堪，因渡河而发生坠河甚至溺

亡的事故时有发生。

三姑家就在我家的河岸斜

对岸，直线距离也就两三里路，

每到农忙时节我们就会在河边

各自的农田里隔河干活，因为过

河极为不便，虽彼此近在眼前但

走动却少之又少。每次我们从三

姑家回来时，三姑都会将我们送

至河边，直到我们顺利过河上

岸，才会和我们挥手告别，因为

这一走何时再来难以说定。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政

府部门开始加强对渡口的规范

化管理，客流量很小，码头通行

又不方便的渡口相继被撤销，对

保留下来的渡口昼夜安排专人

值班，并对两边的码头进行了必

要的修整，这样之前经常无人摆

渡问题解决了，过河比起之前要

方便了不少。

到了 2010 年左右，人们的

生活条件在不断发展，小汽车、

电动三轮车等迅速普及，渡口和

码头的现有条件无法满足过客

需求了。大前年三姑七十大寿，

作为娘家人自然要大张旗鼓地

去祝寿，我们开着车带上礼品从

保滩一路向北经涟水县城南绕

行到淮安区宋集乡的三姑家，原

本只有两三里路的距离，只因这

一河之隔绕了好几十公里。

宋保大桥建成通行后，不仅

方便了古淮河两岸居民的往来，

还有力地推动了两边的人文、经

济等方面的交流发展。每天晚饭

后河对面都会有成群结队的人

到我们保滩镇文化公园跳广场

舞，节假日一家人驱车过桥来到

坐落于保滩镇的涟水百花园游

玩或带孩子过来到飞机场长长

见识等。一直深得人们喜爱的淮

安区钦工肉圆更是天天都有在

我们保滩菜场现做现卖。因宋集

乡主产水稻旱植物欠缺，保滩这

边的水果，花生等也迅速进入那

边的市场。

隔河千里远的历史就这样

结束了！

宋保大桥
阴 于爱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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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 奶 的 红 烧 狮 子 头
阴 吴善然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每逢中秋

和除夕，家宴的餐桌上都少不了奶

奶亲手烹饪的红烧狮子头。对于

这色香味俱全的上品，故里人称

之为“肉坨子”。

记得那时，就在迎来佳节这天

上午，奶奶便开始为全家聚餐操

劳，忙于精工制作红烧狮子头了。

首先，她将选好的五六斤五花

肉切成大块，再把肉块剖成肉条，

肉条改成肉丁，最后将肉丁和几

段脆嫩的浅水藕一起放上砧板，

斩剁成泥。奶奶说，刀斩比机绞口

感好。

接着，她把斩好的肉泥倒入不

锈钢盆里，配以具有黏性的鸡蛋、

料酒、姜葱、细盐、味精，还有用水

调好的生粉。只见雪白的粉水汪

于肉酱中，奶奶用一双长筷在里

面一会儿顺时针，一会儿逆时针，

不停地旋转搅拌、直到粉水、肉酱

等均匀地粘在一起为止。待灶锅

里的油烧至七八成热，将准备好

的糊料，用汤勺舀成一个个适中

的圆形肉丸，放到热锅中油炸，见

肉丸表面呈金黄色捞起即可。

最终，把油炸过的六十多只肉

丸倒进铁锅里，加入适量的水、酱

油、料酒、姜葱、用大火煮烧，没多

久香味四溢。揭开锅，一只只酱红

色的狮子头在欢快地上下跳动 ，

看着就喜人。烧开后，还须用温火

炖上三十分钟。起锅前再加点冰

糖，调些生粉下锅，以便收汁，等

汤浓了，才熄火完工。整个烹饪过

程得费三个小时，但奶奶从不喊

累叫苦，总是乐呵呵的。

在那灾荒濒临、食品匮乏的年

头，奶奶的绝活红烧狮子头一度

成了全家人最爱的美味。它油而

不腻，嫩而不散，喷香可口。那时，

身为顽童的我，一次能吃三四个，

以致成了赶不走的馋虫。

奶奶离开我们已五十多年了。

她把红烧狮子头的厨艺，传给了

母亲，后来母亲又传给我妻子。如

今遇到喜庆与佳节，我家的餐桌

上仍少不了红烧狮子头这道菜。

但亲友们却说，这红烧狮子头，看

上去还没有奶奶做得那么匀称、

美观，也没有奶奶做的味道鲜美。

现在的我，每当见到或吃上红烧

狮子头，不由得就想起劳苦功高

的奶奶和她那不一般的厨艺。

替别人着想 也成就自己
本报记者 杨海燕

今年 48 岁的徐志荣曾在唐集

镇粮管所工作，那时的他虽是单位

管理人员，却有些“不务正业”———

对家电维修感起了兴趣。为此，他还

专门参加了县电视台举办的家电维

修培训班。

别人学家电维修是为了学得

一技之长后好就业、创业，徐志荣

学会后却免费为别人服务，不管是

单位同事，还是亲朋好友、左邻右

舍，只要是谁家的电视机、洗衣机

等出了毛病，都会想到徐志荣。徐

志荣也不管自己多忙，都会抽空去

“捣鼓”一番。

维修有难有易，有时，人家见

他一折腾就是半天，忙得满头大

汗，心里有些过意不去，就想给他

一点辛苦费，他不高兴了：“我喜欢

捣鼓家电，不是为了挣钱。”人家也

只 好 接

受 他 的

这 份 心

意了。

然 而 ，让

徐志荣没有想

到的是，2002 年粮

食系 统改 制，他 下 岗

了，这使得原本并不富裕的

家庭，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了。

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徐

志荣来到县城一家家电销售店做

售后服务。勤快、踏实的他尽心尽

力做好本职工作，深受顾客好评，

也很快引起了老板的注意，问他：

“会不会做营销？”对徐志荣来说，

做营销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但他

决定不放过这次学习的机会。 徐

志荣说：“虽然我没有学过营销，

但是愿意试试看。”

营销重在与顾客的沟通，徐志

荣虚心向老员工讨教经验，再细

心体会，他以顾客为本，很快领悟

了其中的窍门。如在顾客进门后，

他先点头微笑以示礼貌，不紧跟

在顾客身边，以免顾客生厌。但他

的 目 光 却 随 时 关 注 着 顾 客 的 动

向，这样顾客一旦有需求，就能及

时提供帮助，而不会让顾客有被

冷落的感觉。

在与顾客交流过程中，徐志荣

没有急于求成地向顾客推销家电，

而是多听顾客讲，以便了解他们的

需求，再为他们推荐适合的家电。

这时，顾客往往会被他的真诚所打

动，觉得他是一位替自己着想的营

销员，就很信任地选购他推荐的家

电了。

为做好营销工作，他处处留

心，把悟到的营销策略用在工作

中。一次，徐志荣和朋友去饭店吃

饭，有几个客人在连问了两道没有

的菜肴后，正欲离开，饭店老板叫

住了他们：“我们饭店最新推出一

道‘土家烧公鸡’，欢迎品尝。”客人

被饭店老板的话吸引住了。

回来后，徐志荣回味着饭店老

板的成功营销方法，他深受启发，

也把这一方法引用在了家电营销

上，在店内没有顾客需要的品牌家

电时，他真诚地向顾客推荐新款家

电的优势，这样，顾客的思路就不

知不觉地被引导过来了。

很快，徐志荣的营销业绩上来

了，受到老板器重，最终被选聘为

经理。

2008 年，徐志荣开始自主创

业，他开了一家灯饰店。虽说是趟

着石头过河，但真诚待客之道慢慢

使他打开了市场。随后，他又开始

经营家电，生意慢慢红火起来。

尽管生意忙碌，徐志荣仍然为

别人免费维修家电，电视、冰箱、洗

衣机、电饭锅、电风扇……受到附

近居民夸赞。

为保持市场竞争力、提高创业

积极性，徐志荣通过参加培训班、

到实地参观企业、听取成功创业人

士讲座、听工作人员讲解创业政策

等提升自己。2009 年，淮安市劳动

保障局、创业者协会评选他为创业

典型，并为他颁发创业示范点铜

牌。

徐志荣在实现个人创业梦的

同时，聘请下岗职工羊会、陈明等人

到位于渠北路上的“美的电器专卖

店”做销售工作，解决他们的就业困

难问题。

陌生的外地号码，十有八九会

是骚扰电话。可我听到外地来的陌

生电话铃声，却又不能不接。因为有

一个中年男人，总是不厌其烦地用

多个地方的号码给我打电话。

他是我学生的父亲。他有两个

儿子先后在我班上就读。十多年前，

他一个人带着大儿子来到涟水，做

烧炉工，很是辛苦。几年前，因贵州

老家特殊的原因，他又把小儿子带

来涟水上学。从此，他一个人又当爹

又当妈，以一己之力支撑着那个只

有爷仨的异乡之家。

有一天晚上，学校管理员急切

地打来电话，说他的大儿子晕了。我

匆忙奔到宿舍，和张主任将他大儿

子送到医院，检查无碍后，和他却一

直联系不上。他大儿子说，他可能在

厂里烧炉子。于是，我和张主任带着

他的大儿子去了他的厂。因为不知

道修路，在离他的厂还有七八里路

时，我俩只能搀扶着他大儿子一路

磕磕绊绊在凌乱不堪的路基上慢慢

向前踱着……

午夜时分，终于见到了他，只见

他身着一件单衣，满脸是汗，不知是

烧炉间温度太高，还是听到儿子的

消息一时焦急所致。见儿子无恙，他

用一口极快的贵州话说着滔滔不绝

的感谢。微弱的光线下，回望他一件

单衣立于厂门前真诚相送的瘦小身

影，定格在寒冷的风中，温暖了那个

冬天的午夜……

后来，他又辗转去了一些地方，

为生活奔波。在外打拼的时间里，我

这个老师成了他牵挂两个儿子的桥

梁。有时是清晨，有时是中午，有时

是半夜……不管多忙，不管多累，我

从没有恼他，从打电话的时间看，我

猜想他的工作也应是极不规律的。

他有时说得多些，有时也就几句话，

偶尔也会感慨一下生活不易，我静

心聆听，做个真诚的倾听者。

现在，他的两个儿子已不在我

工作的学校读书，大儿子三年前已

经毕业，小儿子两年前也因特殊原

因转回贵州。但他仍然一如既往地

给我打电话，时间长了，他或许已把

我当作朋友或亲人了吧！

时光荏苒，生活无定，如今他和

我已远隔天涯。唯一欣慰的就是忽

然的某个时刻，听到他打来的电话。

因为，在这漂泊的铃声中，我能知道

他一切还好！

漂
泊
的
铃
声

阴

郑

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