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077
华阳··

07
华阳·

香樟树下

好邻居，是楼组的靓丽名片

【文思坊】

文 施伟兴（姚家角居民区原社区民警）

“好邻居赛金银 ”、 “远亲不如近
邻”、“百万买宅千万买邻” 等词汇是对
做好邻居的形象比喻，佐证结交一个好
邻居，不论是在过去、现在和将来，是何
等的幸运和重要。 过去一个大院里十几
户人家，虽然邻居之间 、孩子之间难免
有磕磕碰碰的事情发生，有时还会争得
面红耳赤，但是说清了、讲明了，误会便
消弭了，握手言和 ，成了和睦相处的好
邻居。 而如今房子住得越来越大，楼层
越来越高，条件也越来越好 ，邻居遇见
看似彬彬有礼 ， 但是内心是互不相干
的，“你走你的阳光道 ， 我过我的独木
桥”，即使遇到啥事情，谁也不会开口求
助。 强嫂始终觉得，尽管如今物质生活
富裕美好，但是情感的慰藉 、日常的互
助，再先进的科技也替代不了。

一天 ，603 室邻居看到有个鬼鬼祟
祟的贼影在捣鼓 505 室的门锁， 认为多
一事不如少一事，视而不见关门进屋。原
本胆怯的窃贼见邻居不闻不问， 堂而皇
之地破锁而入， 得手后竟在 505 室饱餐
一顿。

事隔一周 603 室主人旅游回家，发
现家中翻得一片狼藉， 珠宝黄金被洗劫
一空，如若当时他能追问贼影几句，或者
拨打 110 报警， 也就不会发生 “引狼入
室”的窃案。 窃贼到案后也交代，要不是
邻居看到他后无动于衷， 他也不可能再
一次胆大妄为入室行窃……

又如 ，305 室是人才引进的新上海
人，夫妻俩都是学校的教师，朝九晚五，
还不时要加班，读小学的女儿接送成了
困扰他俩的一桩心事，若是花钱请人接
送， 夫妻俩总觉得提心吊胆不放心，为

此事，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可如今
的邻居，虽然面带笑容 ，却家家户户都
大门紧闭，谁也不会主动搭讪 ，更不会
邀请你进家聊天 ， 更不要说伸手帮扶
了，也就是说人的距离近在咫尺 ，但心
的距离却相当遥远，这对新上海人夫妻
如今确实是束手无策了，他们想到楼里
的强嫂热心助人，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情
上楼找强嫂。

强嫂刚要出门， 看到上楼来的新上
海人夫妻，就将他俩请到了家里。寒暄过
后，他俩将心事向强嫂和盘托出。强嫂告
诉他俩， 其实住在他们隔壁的邻居雪阿
姨，退休前也是中学老师，为人真诚，你
们如果放心， 我可以陪你们与雪阿姨联
系。

强嫂提起的雪阿姨名字， 这对新上
海人夫妻顿时感觉脸上发烫， 近在咫尺
的邻居，平时却视而不见，失落感油然而
生，羞愧自己清高有眼不识“邻居”，现在

怎么也开不了这个口。 强嫂察觉到他俩
的尴尬，坦诚地说：“雪阿姨为人和善，不
会计较的， 你们有难处和要求尽管与她
商量，她真的很乐于助人。 ”

听到敲门声， 雪阿姨看到强嫂领着
邻居上门，客气地引他们入屋，并拿出饮
料招待他俩。 强嫂开门见山对雪阿姨说
明了来意，她一点没有推诿，而是真诚的
一口答应。

雪阿姨敬重强嫂的为人， 三年前她
忽然患病，儿子与媳妇都在国外留学，亲
戚又鞭长莫及，就在急难时刻，强嫂赶前
跑后为雪阿姨办理了入院手术， 并亲力
亲为陪伴，雪阿姨出院后，强嫂又煲汤为
她增加营养，调理身体。在强嫂的精心关
心照顾下，雪阿姨很快康复。 之后，雪阿
姨儿子媳妇回国探亲， 专门上门重礼感
谢强嫂。强嫂坦诚地说：“都是邻居，有困
难相互帮衬，是应该的，不言谢。”雪阿姨
非常感动， 当即向强嫂表示：“今后有啥

需要我做的事情，绝不会有二话。 ”
解决了新上海人接送女儿上下学的

困难，夫妻俩非常高兴，买了礼品要感谢
强嫂和雪阿姨。 强嫂仍坦诚地说：“都是
住在隔壁的邻居，谁家有困难，帮一把，
都是举手之劳的事情， 如若左邻右舍都
能互相襄助， 再大的困难也就不是困难
了。 ”

强嫂利用这两件事情， 在组建的楼
组微信群里展开了讨论，大家一致认为，
要破解如今邻居互不相干的壁垒和瓶

颈，需要融洽沟通感情，只有真正做到以
心换心的相处对待， 才能够发挥众邻居
的特长，今后无论哪位邻居需要帮助，大
家都会自告奋勇、尽心尽力去排忧解难，
看似帮助了一人， 其实是加强了相互之
间的信任、增加了友情，此氛围和风气久
久传播传承， 邻里之间就没有克服不了
的困难、解决不了的难题，邻居团结如一
人，试看文明谁能敌。

503室米叔突发中风，稍微挪动一下
脚步，钻心的疼痛就让他心力憔悴，米叔
在群里支了一声自己的苦恼， 隔壁的邻
居，做过厨师的应老伯告诉米叔，需要买
菜烹饪，也就是举手之劳，愿意为米叔服
务；401 室的图阿姨想学网购和手机取
件， 邻居大学生小巴星期六耐心上门指
教，不厌其烦，直到图阿姨弄懂为止；206
室宁阿姨想给老伴织一顶御寒的红色绒

线帽，弄了几次三番可老伴总是不满意，
宁阿姨心情非常糟糕， 邻居牛妈是编织
能手， 特意上门征求宁阿姨的老伴要啥
款式，随后编织了一顶护耳绒线帽，款式
还特别新潮， 宁阿姨的老伴戴在头上后
眉开眼笑……

邻里之间互帮互助的风气在强嫂的

提议和倡导下，如雨后春笋般传播弘扬，
左邻右舍不仅“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而
且分享了和睦有爱的暖暖的氛围， 大家
都纷纷褒奖：“做好邻居，真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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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本专家的吃相
谈爱粮惜食的那些往事

文 俞鸿虎

在国外工作时，我曾与日本专家
在设备调试现场一起吃过一顿工作快

餐，虽过去十几年了，但当时情景我至
今难忘。 记得日方专家共六人，快餐
送来时，他们毕恭毕敬地用双手承接。
用餐时偶有轻声细语。 餐毕，每人自
觉把空饭盒放入垃圾袋内，摞得整整
齐齐。 每只饭盒里都空空如也、仅有
油渍、汤碗里竟也滴汤不剩。

每每念到当时景象，我都不由得
想起少时在家吃饭的往事。 我们兄妹
几个吃完饭时，母亲都会仔细检查我
们的饭碗，沉下脸一字一顿叮嘱我们：
“把饭菜都吃清爽了， 放下碗盏的辰
光，不许里面还剩饭米糁。 ”

爱粮惜食是像母亲这样经历过饥

荒，饿到过肚子的人们的普遍生活习
惯， 这种习惯深深植根于他们的血脉
之中，对于食物，他们都会有对神明般

的敬畏：“老天爷看着呐， 你们糟蹋粮
食，雷公电母也罚你们啦！ ”为了让我
和兄妹们牢牢记住， 母亲还会通过小
小的“威吓”让我们长记性。 如若再被
母亲发现浪费吃食，她立即“辣糊酱”
伺候：抓起一把筷子，在脑袋上一阵敲
打，边打边训斥，下手虽不重，但是母
亲的怒容和气势还有敲打时的声响总

会把我们吓得不轻，只得向母亲承诺：
再也不会浪费粮食了。

如今， 我们兄妹也已是头有苍发
的年纪。每每聚餐时，大家点菜都是适
可而止，餐毕把剩菜打包，每个人的饭
碗、菜碟都吃得干干净净，践行光盘行
动。母亲虽然不在了，但老人家对我们
用餐文明， 不能浪费粮食的家传使兄
妹几个受益终生，并且得以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