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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启明是同班同学， 我们同窗六年，
一起考进市重点中学。 高考填写志愿时，我
选择了国际金融专业，当时这个专业比较热
门，我拉着启明一起报这个专业，告诉他，这
个专业需求量大，将来应该好找工作，并希
望能够和他同窗十载。 但启明的举动，却让
人不可思议，班里的同学都争着报一些热门
抢手的专业，他却选择了园林专业，很冷门
的。而且他告诉我，现在的冷门，不代表将来
会“冷门”，毕业后，或许会有很多的选择和
出路， 我宁愿往人少的地方走寻找机会，也
不愿意在人多的地方竞争机会。

四年后大学毕业，由于学金融的学生非
常多，我一度找不到工作，常常穿梭于各种
招聘会。 而启明却很幸运，学园林专业的学
生非常少，他毕业后回到家乡，就他一名学
园林的本科生，立刻被市园林局招走了。 当
我们好不容易就业，工作艰辛，在不断打拼
时，启明的事业却顺水顺风，四年后，他已经
是园林局的一位副处了。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 启明在单位正红
火的时候，竟然做出一个大胆的举动，辞职
到乡下种地去了。 在电话里，他告诉我，单
位工作枯燥，没有激情，他想给自己一个机
会，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他承包了土地，
建大棚，种绿色环保蔬菜，由于当时搞绿色
种植的人很少，他的绿色蔬菜价格虽然高，
但非常的抢手，市场销售火爆。 启明的环保
无染污蔬菜供不应求，只要推到市场，就是
一抢而空。 这一次，他依然是往人少的地方
走，他又成功。

启明并没有满足于种蔬菜， 当他看到
人们开始热衷于自驾游， 但游玩的地方却
不多，也很少有人去投资建设旅游景点时，
启明仿佛看到了商机，他开始承包荒山，搞
旅游项目， 开发旅游资源， 经过三年的努
力， 如今的启明已经是一家旅游开发公司
的老板了。

这些年，启明不断地“折腾”，他每走一
步，都获得了成功。在一次同学聚会上，我见
到了启明，向他请教创业经验时，启明微笑
着：“创业我没经验，也没有什么法宝，但我
一直信奉一条，就是往人少的地方走。”启明
的话很朴实，这些年，他一直在往人少的路
走，往人少的地方走，可能会有未知的风险，
但因为没人或很少有人走过，留给你的才有
可能是金矿。

那年那月那事
陈丽娟

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 ，
我们几个发小相约在老家小

聚，坐在自己的农家小院里，
喝着家乡的水， 吃着家乡的
饭， 聊着家乡的飞跃发展和
巨大变化，忆着过去的岁月。

那时我们还是一群孩

童，在杨柳轻扬、莺歌燕舞的
沁河大堤上 ，跑着 、跳着 、笑
着，无拘无束地闹个不停；或
静静地坐在大堤上， 看着清
凌凌东去的沁河水， 望着蓝
莹莹的天和天空中那洁白云

朵。 一块儿上学、回家，一块
儿去地里割猪草， 一块儿去
生产队的地里拾麦穗、拔草、
推水车……

小时候贪玩， 午后和小
伙伴一块儿去上学， 经常是
手里拿个馍边走边吃， 路过
村里的一个大水塘， 便随意
从地上拾瓦片、土块打水漂，
突然一口咬下去满嘴土 ，往
水面上一看， 水里漂着半个
馍。

村里有一座老屋 ，很久
没人居住 。 有一天 ，我们几
个小伙伴去那屋子附近玩 ，
看到一个挂在房檐下的大

蜂窝。几个好事者商量了一
下，决定搞掉它。说干就干，
几个人拿起砖头一起向蜂

窝砸去。小堂弟算是最倒霉
的一个 ，一只土蜂不依不饶
地追着他 ，在他头顶狠狠地
蜇了一下 ， 疼得他嗷嗷直
叫。

保国哥刚学会骑自行

车 ， 看到自行车心里就痒
痒 ， 总要骑上几圈过过瘾 。
星期天 ，他小姑骑车来看他
奶奶 。 午饭后 ，保国哥去供
销社买东西 ，便骑了小姑的
车出去 。 其实 ，供销社在前
街 ， 距离他家不过几百米 。
结果 ， 保国哥买了东西 ，遇
到一个发小 ，就和发小跑着
去玩了 ，把骑来的自行车忘
得一干二净 。 两天后 ，保国
哥才猛然想起自行车忘在

供销社门前了。
15 岁那年， 在城里上班

的父亲买了一辆自行车 ，这
在村里可是一件值得骄傲的

事情。 星期天，我骑着自行车
准备在村里显摆， 让小弟坐
在前面，小妹坐后座。 我反复
嘱咐小妹 ：“我上车的时候 ，
你得低下身子 ， 我好骑上
车。 ”她答应得好好的，但我
要飞身上车的时候， 小妹被
我的腿扫到地下， 一屁股坐
在地上。 自行车倒了，我和小
弟也翻到地上。 我一边笑一
边扶车， 还嗔怪小妹跟我配
合得不好。

光阴似箭， 转眼几十年
过去， 儿时的小伙伴都已满
头银发。 每当聊起过去的那
些往事， 我们都会不由自主
地开怀大笑， 为儿时的无忧
无虑、天真无邪喜不自禁。 大
家都怀念那再也回不来的过

去，怀念儿时的岁月。

“百度”老妈
董国宾

老妈不懂百度，不管谁一
提到百度，老妈张口就说：“老
家邻村杜姓人家足有 100 户，
要不怎么叫杜家村呢？”瞧，老
妈压根儿不知道什么是百度。

不知怎的， 老妈后来就
离不开百度了， 有事没事就
凝神地在电脑上去百度一

下，简直成了百度迷，家人都
叫她“百度”老妈。 让人搞笑
的是， 老妈竟会高兴地应上
一声呢。 思想不服老的老妈
逢人便说 ：“我活了一辈子 ，
还不如小孙子懂的知识多

呢。 是小孙子告诉俺，电脑上
的百度是一个渊博的老师 ，
是个大学问家呢！ ”于是，上
了年纪的老妈非要走近电

脑， 跟着小孙子学习怎样使
用百度。

老妈花了很大的心思和

精力，终于学会了百度的使用
方法。 这下不要紧，从此老妈
就和百度结了缘，并在百度的
世界里越走越远了。

那天， 老妈在扎堆的老

年群里谈抖音， 还把抖音视
频里记述的新鲜事儿， 一一
讲述给老人们听。 当老妈讲
到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大娘 ，
拿起画笔画丰收， 老人们个
个满含深情地说开了：“新时
代啦，农民好日子盼来了。 ”
其实，老妈喜欢上抖音，首先
是从百度开始。 老妈起初听
年轻人说“抖音”这个生僻的
词汇，心里直犯嘀咕，啥叫抖
音？ 于是打开网页， 去询问
“百度老师”， 就这样抖音一
下子走进了老妈的生活中。

香奈儿品牌， 是老妈挂
在嘴边的又一个百度出来的

时尚词汇。 老妈提倡节俭，也
崇尚新潮， 有时买一件好一
点的上衣， 哪怕买一块贵一
点的香皂， 老妈都会在家人
面前炫耀一番，然后嘴一噘，
说：“名牌产品哦， 香奈儿牌
的。 ”家人哈哈笑过之后，新
居里散发的是老妈热爱生活

的温热， 还有新时光里燃烧
的激情。

现实生活中 ，百度还是
老妈的左右手 ， 老妈又开
始百度生活小窍门了 。 “生
活小窍门 ” 几个字刚一打
出来 ，老妈的两眼直放光 。
“想 要 自 己 的 门 窗 变 得 更
加明亮 ，最好的办法就是 ，
先找一个洋葱 ， 然后切成
两半 ，去擦拭玻璃 。 趁着洋
葱的汁液还没有干 ， 赶快
用干毛巾进行擦拭 ， 这样
效果会更好 。 ”这些生活中
常常遇到的小问题 ， 百度
老师 都 一 一 作 了 解 答 ，老
妈高 兴 得 竖 起 大 拇 指 ，直
夸百度老师知识渊博呢 。

自从有了百度这个好帮

手，老妈像从外地邀请到一位
无所不知的教授，一遇到不懂
的事儿， 立马就上网请教百
度。在百度这个万事通的指点
下，年逾花甲的老妈一步步往
前走，真学到不少想不到的新
鲜事儿呢。每当家人叫上一声
“百度”老妈，老妈准会高兴地
回答：“在呢！ ”

往人少的地方走
张宏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