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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凡 之 路 ， 更 需 攀 登 。【一周微言】

二维码

人人都有一分钟盛放的瞬间

一座热气腾腾的菜场里，除了菜还有什
么？南京市雨花台区梅山菜场，是方圆几公里
内最大的一个市场。这里，吆喝声、讨价声、砍
剁声交织，很是热闹。

在一堆由西红柿、包菜、芹菜等蔬菜堆起
来的菜摊前，戴着大红口罩的乔宗胜正在乐呵
呵地招揽顾客：“今天的芹菜很新鲜，带几斤回
家吧？还有香莴笋要不要？”顾客夸赞，“老板，
你家的菜真不错！”他快手快脚地把菜放在了
秤上。“都是回头客，老朋友，这些菜你回去一
吃就知道，不一样。”

“蔬菜大王乔老爷”，这个听起来威风凛凛
的名字，是他的网名。今年50岁的乔宗胜，人
生的A面是菜农，B面却是一个短视频博主。

他自己拍摄的视频，有的是在大棚里种
菜、收获的场景，有时候就是配着音乐，在菜场
的摊位前随性地来上一段自编舞蹈。“你是那
夜空中最美的星星，照亮我一路前行……”这
两天，他刚看完世界杯，挺喜欢球王梅西，于是
也拍了一段。在菜场的摊位前，他颠着小碎
步，从筐里抱出一颗自己种的花菜，像抱着奖
杯的大明星一样，一步步走向前。“这是我的奖
杯。”他骄傲地配上了这句文字。

虽然视频里表现得轻松快乐，但是种菜一
辈子并不是件容易事。老乔说，自己二十多年
前带着老婆孩子，从合肥来到南京打拼。他在
附近租种了十来亩田，和老婆两人料理，主要种
番茄、辣椒、黄瓜、茄子、莴笋等。老乔每天凌晨
五点就要起床去菜场，一般卖到早上十点钟就
会售罄。到了下午，他还要去田里忙着种菜、摘
菜。“每天都蛮忙的，所以人要劳逸结合。我比
较爱听音乐跳舞，没有时间跳广场舞，现在就只
能刷刷手机，拍一拍段子。人嘛，就是自己要开
心！”谈起拍短视频的缘由，他这么说。

“老百姓的日子，就是为了挣钱。”谈起这
一年的收入，老乔也有苦恼。他说，现在原材
料、摊位费都在上涨，再加上这几年疫情影响，
生意有时候并不好做，特别是现在年轻人不怎
么做饭了，喜欢点外卖。但是他想了想说，关
于来年的打算，还是继续安心把菜种好。现在
最大的心愿，家里孩子在读大三，希望以后能
顺利考上研究生。

离“乔老爷”不远处，菜场角落里一家“小
冀水产”的招牌下，几十只大胖鱼头整齐地码
放着，43岁的女主人郑成侠正在麻利地手起刀
落收拾着鱼。“我们家专门卖大鱼头的，已经卖
了二十几年了。”她笑着说，“也有不少网友是
在网上看了我发的抖音，专门找来的。”

卖鱼的店面，常年湿漉漉的，郑成侠却让这
里成为了一个发光的舞台。她的短视频常常就
是店面的那块小天地，镜头也都是直接“怼脸
拍”，没有精心学习的技巧，没有灯光、话筒的加
持，说来也奇怪，就是她这些寻常生活的视频片
段，却在网上走红，赢来了10多万的点赞。

每天早上七点钟出来工作，一直到中午都
是郑成侠最忙的时候。往往下午和晚上，她才
会抽空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生活的点点滴
滴。有时候，她就坐在摊头前，一边吃着热气
腾腾的饭菜一边自拍；快下班了，她拉着隔壁
的摊主一起在空荡荡的菜场里合拍短视频，感
叹一下工作的不易。还有的时候，她就坐在自
己的鱼摊前，录上一首歌，或者分享几句中年
人酸甜苦辣的生活经。

凡人生活，都是由忙忙碌碌构成。郑成侠
说，老公比自己辛苦，每天晚上10点半就要出
门，批发了之后再运输到菜场来销售，整夜都
无觉可睡。二十年来夫妻俩齐心努力，如今一
家人在南京买了房落了户。今年家里还有件
大喜事，18岁的儿子考上了大学，让郑成侠对
未来更加充满了憧憬。

“生活就像一杯白开水，你每天都在喝，不

要在意别人的饮料有各种颜色，其实未必有你
的白开水解渴。”郑成侠特别喜欢这句话。日
子也许没有什么大风大浪，但是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光亮和期待。

享受过程也是一种幸福

“老板，我来拿团的菜！”
“你都放了一周了吧，等着我去给你取！”
“是的，之前‘小阳人’了，没敢出门……”
12月28日早上十点一刻，在距离南京瑞金

路不远的一家小店里，一位姓孙的中年老板正
对着手中的表格，将顾客在网络平台上购买的
酸奶、生姜、蒜头、速冻水饺等食品找出来。

这其实是一家专门售卖鱼竿、鱼线、鱼食等
钓鱼用品的小店，已经开了三十多年，用老孙自
己的话说，“这是南京最早的渔具店之一”。

上世纪80年代末，老孙初入行的时候，市面
上的渔具店少之又少，鱼竿还是竹制的插接竿，
碰到体型大的鱼类，还经常发生断杆逃鱼的事。
后来，随着钓鱼的人越来越多，钓具越来越先进，
曾经清一色进口的鱼钩、鱼线也逐渐国产化。

红红火火的渔具店，近十年来却风光不
再。老孙说，最早人们逛渔具店，不光是为了
买东西，很多时候也是在店里一起交流钓鱼经
验。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越来越多的钓友开始
转向在网络论坛进行交流，而网购也对实体渔
具店的销售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生意不好做啊！”这是这几年来，老孙经
常挂在嘴边上的话。上门的生意不多，有时候
下午五点多，他就早早关门打烊了。

经营了三十多年的小店怎样才能继续开
下去？这是老孙近年来一直在琢磨的事情。

去菜场买菜，让骑手直接送菜上门，或者
选择性价比更高的社区团菜……当现代人买
菜的方式越来越多元的时候，老孙的小店也开
始拥抱互联网。

“朋友跟我分析，说我的店面市口挺好，附
近都是居民住宅，为什么不试试做网购自提点
的‘团长’呢？”疫情三年，催生了“团长”这一新
兴职业形态，老孙没想到，自己也在年初成为
一名兼职“团长”。

“司机会把前一天顾客网购的商品运送到
我的店里，我和家人收到货后，就需要分门别
类放好，然后等待居民们自己来领取。”

为了多赚一些，老孙在好几个平台上申请
了网购自提点，每天理货的工作量也不小。

“老孙，今天这么多菜啊，你的生意兴隆
了！”一位来取菜的老客打趣道。老孙一边理
菜一边笑着说：“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你这单我
赚的钱，可能给你打个电话就不剩了！”

虽然目前一天也就大几十块钱的收入，但
老孙做“团长”一点也不马虎。

“我们这条街上有好几个自提点，我每次
都选老孙家。很多团长菜来了也不管，就放在
地上，我有一次晚上下班去取菜，发现肉放在
外面晒了一天了，还是夏天。”一位女顾客说，
老孙的店里没有冰箱和冰柜，但他每次都会借
隔壁水果店的冰箱和另外一家面食店的冰柜，
替他们妥善保存好购买的食物。

这一年多来，来老孙店里取菜的人来来往
往，人们每日购入的生鲜蔬果也五颜六色，无
形中让老孙的渔具店多了几分人间烟火气。
有的人对他的渔具感兴趣，也转着看一圈。

一边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团长”生涯，一
边是给“诗与远方”的生活提供趁手的工具和
便利，虽然赚钱不多，但老孙觉得人生就好比
钓鱼，享受过程比追求结果更幸福，“我们开的
不仅是店，更是爱好、坚持，以及生活。”他看到
一组数据，根据中国钓鱼协会的不完全统计，
目前中国大约有1.4亿钓鱼人群（每年至少参
加4次钓鱼活动），其中25岁至44岁的中青年
已经成为钓鱼的主力军，占比46%。这让老孙
觉得，自己的小店未来可期。

“美邻”与“美林”的故事接力上演

岁末的南京城事，从一则暖新闻说起。12
月17日，“牛咔视频”报道了发生在雨花台区
花雨南庭小区的故事：业主张波家的娃大晚上
发烧近40摄氏度，向业主群求助，很快有邻居
把一瓶美林送到了楼下。群主尹庆国倡议：退
烧药一盒30多颗，一个病人最多吃5颗，不如
建立药品急用共享机制，大家携手度过疫情高
峰期！

也许因为时值寒冬，些微的暖意加快了弥
漫的速度。很快，“南京发布”评论：共享的是
良药，也是温暖。

“叮咚”——花雨南庭小区“美邻”与“美
林”的故事，又在奥体新城青桐园的业主群里
泛起涟漪。转发新闻的是群主米兰达，他在省
交通运输厅工作，疫情防控转型后，他最放心
不下家里近70岁的老人和1岁多的小儿子。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米兰达在群里恳切倡议：
国家花这么大代价抗疫三年，就是为了保护好
老人小孩；现在放开闯关，药物短缺是暂时的，
有紧急情况，大家共渡难关！

群里点赞不绝，物业也很给力，一天后，
《关于设立“睦邻宁好”互助共享平台的倡议
书》在小区发布，共享药箱就摆在物业办公室，
取用原则：成人每次不超过两片退烧药。第一
件入库的物资是半瓶美林，很快被流转出；又
有源源不断的爱心接力涌来。

药品汇聚成了流量池，同时，点对点的互
助依然存在。米兰达认为，有“池子”非常重
要，“工作人员每天公布进出，让全小区都吃了
定心丸。”

业委会赵大哥奔忙不停，群内活跃着他的
身影：“6栋有一板布洛芬，有要的吗？”“马上到
6栋。”“6栋还有治咽喉痛的药，有要的吗？”

6栋咋这么热闹？原来，去6栋拿布洛芬的
业主，又在好心人门外窗台上放了两板新癀片。

闯关时期，“木桃”与“琼瑶”的故事就这么
在各个小区群里复制粘贴式地上演。故事的
开头相似，故事的结尾雷同，其间的发展也多
在预料之中。这样的“生活流”，却是抚慰人们
心头焦虑的阵阵春风。

也有惊险一刻。12月21日凌晨3：35，青
桐园业主西风在群内求助：独自居家，心脏剧
痛，哪位邻居有速效救心丸？

凌晨4：09，赵大哥看到了消息：需要打120
吗？西风回：好了点儿。一直关注群动态的业
主小英子松了口气：还能回消息，看来还好。凌
晨4：52，业主夏冰@了西风：刚看到，还需要药
吗？终于，一盒救心丸被送到了病人手中。

“邻居好，赛金宝。”南京雨花翠竹社区互
助中心马伦郁的点评意味深长。花雨南庭小
区正是她负责的几个小区之一。沿着2022年
岁末的烟火人间向前回溯，她发现，城市里人
与人之间守望相助的共同体意识越来越浓厚，
这背后有人性天然的善意，也有小区治理的智
慧和理性。

马伦郁负责的小区里，在物资短缺时期活
跃起来的各大“团长”，后经严格检录长期入驻
业主群。一旦发生封控，谁送菜、谁倒垃圾，严
丝合缝、井井有条……那些因趣缘和公共议事
凝结在一起的力量，在关键时刻成为维系人们
正常生活的“诺亚方舟”。

马伦郁也在她家所在的仁恒翠竹园小区发
起“互助共享云药箱”。前几个小时，家有多余
药物的业主入群；库存丰富后，向求药或交换药
物的业主开放。目前群成员204名，能人、达人
和专业人士在此被有效整合和连接。业主
Lily，一位儿科副主任医师，开始了热心云科
普：哪些温度计值得推荐？多少摄氏度是发热
了？需要到医院就诊的情况有哪些？……

从“单位中国”到“社区中国”，人与人之间
的天然联系被割断，又被缓慢地连接。透过

2022年岁末的这一瞥温情回望——小区里最
大的资源，其实是我们自己。在一次次突发情
况面前凝聚共识、焕发公共精神，长此以往，更
有韧性的社区将托举起更加韧性的中国。

“南京发布”的评论区里，有市民深情留
言：紫金山依然厚重耸立，长江仍然滚滚向东，
每个小人物的行动，汇成时代洪流，奔腾不息。

业委会赵大哥总结得更加朴实：每个人都
是英雄，2022，感谢我们大家自己！

活出热气腾腾的人生

考研前几天，吴玥“阳”了，她吃了一粒退
烧药，待体温稍微降了点，坚持上了考场。

考南京大学应用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是
吴玥年初给自己定下的目标，一年多来，复习
备考成为了她的日常。

2013年8月31日，患病的吴玥第一次接
受肺移植手术，这九年多，从“放牛小弟”到“三
十同学”，两个陌生人的肺相继进入她的身体，
完美“接力”，帮她延续生命。经历了两次肺移
植手术后，吴玥比其他人更明白时间的可贵和
重启人生的难得。

2022年，疫情的反复打乱了很多人的工
作节奏，让有条不紊的生活不时陷入困局，在
这个不太容易的年份，吴玥没有选择放任自
己，她还是那个“追逐时间的爱拼的姑娘”。

尽管每个月有几天身体不适，但这一年，
吴玥更愿意褪去“移植受者”的滤镜，将自己完
全融入社会，直面社会更客观的评价。

前一段时间，吴玥遇到了心仪的工作，346
人竞争1个职位，最后虽然没进入面试有点可
惜，但吴玥并不灰心丧气，她尝试着自洽，心态
也渐趋平和。

最近，吴玥又开始学着制作视频，从策划
到拍摄到剪辑再到发布完成，常常要熬到半
夜，虽然挣着并不太多的辛苦钱，但这样的状
态让吴玥觉得分外踏实，于她而言，一次次挑
战自我，生活得热气腾腾，才是对生活最大的
尊重。吴玥试图从这种加班疲惫的琐碎中找
到乐子，她笑着打趣，“披着月光去睡觉，也不
失为一种浪漫。”

该努力的绝不敷衍，该快乐的必当尽兴。
在闲暇日子里，吴玥会录制新歌，带着90多岁
的奶奶露营，在清明节自制青团，在中秋节和
朋友去石臼湖吹风，在周末，她或陪爸爸逛逛
熙熙攘攘的菜市场，或和妈妈窝在沙发上看电
影，生活很平淡但温暖有光，这种感觉让吴玥
觉得奢侈美妙。

作为器官捐献的受益者，吴玥一直积极地
参与公益事业，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力所能
及地帮助别人，是吴玥一直在做的事情。

这一年，吴玥的公益之路越走越宽了。“真
正的热爱无需刻意坚持”，她为99公益日代
言，鼓励更多人参与到公益中来，她担任着南
京手语志愿服务队副队长，将爱和精彩带入无
声世界。作为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
特约编辑，她有机会去了解更多捐献家庭以及
志愿者背后的故事，这些故事令她动容，也更
坚定她替弱势群体发声的决心。

“找到心中所爱，认可自己做的事情，引导
更多人在大爱中延续生命，这是人生幸事。”在
《无法寄出的第5+4封信》中，吴玥这样写道。

做完器官移植手术的第四年，吴玥曾签署
了自己的器官捐献协议，在器官选择那一栏，
从上到下，她一个不落地打满了勾，没有丝毫
犹豫，“所有能用的，都拿走！”

在今年8月31日，吴玥又做了一个重要的
决定——成为了遗体捐献志愿者，她希望通过
这样的方式来延续自己和“放牛小弟”“三十同
学”的缘分，也是将大爱更完整地传递下去。

“这一年，我不知道自己是上坡还是下
坡。若上坡，稳一稳心态欣赏风景；若下坡，捋
一捋思路探寻地下宝藏。”

在日复一日的寻常“折腾”中，吴玥努力升
腾起自己的烟火气，为人生创造更多可能。“氤
氲烟火气，温暖前行人”，她相信，热爱生活的
人，也一定能收获生活热烈的拥抱，“这也是

‘放牛小弟’‘三十同学’希望的吧，要带着他们
对生活的热忱，继续折腾下去！”吴玥说。

春天来了，都会好起来的

对于震泽初级中学教师、资深志愿者沈雪
华而言，2022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志
愿服务工作“道阻且长”，但他和志愿者伙伴们
仍然选择默默守护，以实际行动书写了许多充
满爱和令人感动的故事。

“今年，不少志愿服务受疫情影响推迟或
暂停了。对于那些做了多年的、对受帮扶对象
而言比较重要的项目，我们还在坚持。”从事公
益服务已十年、带头创办面包树公益组织的沈
雪华，并不讳言自己感受到的压力。面包树公
益的主要帮扶对象是贫困儿童，一直以来，沈
雪华和团队积极筹措资金、牵线搭桥，通过“一
对一”长期帮扶机制保证了200多名受助儿童
未出现“断供”的情况。“但今年大家手头都不
宽裕，帮扶资金出现了一些困难。”沈雪华对此
非常理解，“我们通过QQ群、微信朋友圈等发
起募捐，同时用‘99公益日’的募捐及时补充助
学助困资金，解了燃眉之急。”

面包树是常见的热带植物，果实烘烤后可
以代替食物，并且有面包的香味。沈雪华说，
创办面包树公益的初心，就是希望能在别人遇
到困难的时候给予实实在在的帮助。面包树
公益所在的苏州市吴江区工业发达，外来务工
人员众多。为了减轻这些打工父母的负担，给
孩子们更好的成长环境，沈雪华组织团队长期
开展外来务工子女关爱活动。今年，他突然发
现，不少熟悉的小脸庞不见了。原来，受疫情
影响，一些外来务工人员不得已带着孩子回了
老家。“对于这些家庭来说，无法进行太多教育
方面的投入。如果我们尽己所能，提供一些优
质的课外服务，同样能减轻他们的压力。”从今
年下半年开始，沈雪华和团队伙伴每个周末都
在吴江区震泽、盛泽等周边乡镇组织几十户外
来务工人员家庭的孩子，开展阅读活动、课业
辅导，以及科普类、非遗传承类社会实践。

助人者，人助之。在从事公益服务的过程
中，“意外”的温暖经常令沈雪华惊喜、感慨。

“今年的疫情防控工作，我们志愿者不分昼夜
地投入其中，其中60%都是外来务工人员。”无
偿服务，无私奉献，在沈雪华看来，他们已真正
把震泽看作了自己的家乡。这些可爱的人，也
让沈雪华无数次感受到公益的意义和价值：一
年来，无论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农产品义卖活
动，还是为贫困儿童捐赠衣物的“暖冬行动”，
都有许多志愿者踊跃前来，加班加点清洗、打
包，默默付出。“前几天，我想为元旦的公益活
动招聘一批志愿者，为环卫工人、快递小哥送
上防疫礼包。因为不少人感染了新冠病毒，居
家休息，这个时候组织活动，我心里真是没
底。”然而，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出招募信息没多
久，已有76名社会志愿者报名。“不少志愿者
给我发信息，表示要带上孩子来做志愿服务，
让爱心一直传递下去。”

2022带给沈雪华和“面包树”的，不仅有近
处的温暖还有远处的期待。自打2012年开始
山区助学，沈雪华的足迹遍及云南、贵州、西藏、
湖北的深山僻壤，从捐赠冬衣、学习用品，到为
孩子们改善生活环境、打造微型图书馆……今
年，在黔东南，“面包树”的首个“留守儿童关爱
之家”平台开始了试运营。“我们专门聘请了两
名美术、音乐专业的教师进行管理，孩子们在周
末或者节假日，能有个看书学习的安静场所，也
有网络跟外出打工的父母视频聊天。”说起孩子
们，身为教师的沈雪华满是憧憬：“春天来了，都
会好起来的！”

“烟火气”是党和政府“时时放心不下”的民生，是老百姓心目中的

美好生活。万家灯火，岁岁焕新。2022年末，不妨让我们一起走进身

边普通人的平凡生活，在烟火人间中奔赴2023下一站的幸福。

人间
烟火气 最抚凡人心

□ 本报记者 顾星欣
陈 洁
冯圆芳
周 娴
吴雨阳

（视觉中国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