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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

月光娇羞

弯成我偷藏的戒指

想你的夜空

心事被点亮

灵魂皎洁一览无余

窗外飞轮流淌成一泓泉

飞流如瀑

恰似梦中你的秀发

潜入我梦乡的月光

汇集成一弯故乡的河

我是那尾

吐气如兰的鱼

夜思

秋日萧瑟，黄叶飘零

风愈发凉薄

季节在万物衍化中减速

夜观星辰

我看见春夏秋冬

围绕天柱旋转

斗转星移

秋去落叶有声

冬来大雪无言

岁月静好

坐等春华秋实

我心若菩提

是树亦非树

我心若明镜

是台亦非台

身上无尘埃

何必勤拂拭

送女儿去学校报到，在宿舍里

帮她收拾床铺的时候，我情不自禁

地想起了我的大学宿舍。那时的

大学宿舍硬件条件肯定不如现在

优越，但在当时也是“标配”。当时

的大学宿舍里，门内上方往往装着

一个小喇叭，那可是我们的“宝

贝”。

近30年前，在那个“通讯基本

靠吼”的年代，每栋宿舍楼只有一

部分机电话，只能接听不能拨出。

四层宿舍楼100多个房间，每个房

间住8个人，这么多人共用一部电

话，难度可想而知。学校在每栋宿

舍楼里装了一个呼叫系统，呼叫器

在一楼传达室，终端就是每间宿舍

里的小喇叭。

每当有人到宿舍来找人或者

打电话来，门卫师傅就会按下呼叫

器上的房间号喊道：“某某某，有人

找！”被喊到的同学，就会如同中奖

一般，立刻放下手中的事，飞速往

传达室跑去。

我当时住在一楼，离传达室

近，还从容些。如果看到有人拨开

人群，从楼上飞奔下来，所有人都

会迅速闪开一条道，因为这个人一

定是去接电话的。

有的同学兴冲冲地跑到传达

室，拿起电话机，听到的却是“嘟嘟

嘟”的忙音，只能遗憾地离开。原

来，传达室师傅接通电话，用呼叫

器喊过人后，通常就把电话放在桌

上，去忙其他事了。打来电话的人

等了几分钟，见没有人来，不确定

能不能等到人，于是便挂了电话。

也有“内行人”摸索出一些方

法，比如，先打一次电话让师傅喊

人，快到一分钟（通话费用按照每

分钟为单位进行计算）时没人来就

赶紧挂掉，然后过五分钟或者十分

钟再打。但有时电话长时间打不

进来，要么是因为电话机还没放回

去，要么是因为其他电话打进来了。

一些同学和家人说好了，让家

人在晚上固定时间打电话来，他们

提前等着。所以，每天晚上，尤其

是周末，传达室的电话机旁总是围

满了人。一名同学在接电话，后面

的同学要么百无聊赖地东张西望，

要么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眼看

约定的时间快到了，接电话的同学

还没结束，甚至没有结束的迹象，

心急的同学就站不住了，先是发出

各种暗示提醒接电话的同学，如果

不见效就直接大声提醒——“我有

急事呢”“没看到后面这么多人等

啊”“电话费不要钱啊”……对此，

有的同学往往会抓紧时间结束通

话，有的同学根本不搭理。这时，

等待的同学就更不淡定了，开始发

出各种“噪声”进行干扰，目的就是

让接电话的同学“知难而退”。

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年多，到大

二的时候，校园里安装了几台磁卡

电话机，有些条件好的同学就买了

磁卡打电话给家人，不再抢占宿舍

楼里的“公共资源”了。

接到电话可不是人人都有的

“福利”，而是少数人的“专利”，大

多数同学可能一年也接不到一次

电话。那时，家用电话尚未普及，

通话费用高昂，没有什么急事，人

们一般不会用电话联系。上大学

时，我遇到一些事情想和父母说，

只能写信，等父母收到信再回信

时，事情已经过去好多天了。那

时，父母平时积攒下来的对孩子的

爱，等到寒暑假时才有集中释放的

机会，但不善言辞的父母，表达方

式往往就是美味可口的饭菜和看

着孩子狼吞虎咽时的笑容，就如现

在的我们，总是尽量给儿女最好的

照料。

春暖花开之时，最适合回老

家。老家不仅有绿油油的麦苗、金

灿灿的油菜花，更有久违的乡间泥

土和青草的气息，吸一口就让人神

清气爽。

初次了解光伏，是在一个阳光

明媚的午后。站在妹妹家门前的

水泥路上，一眼便可望见，她家二

层小楼的楼顶上放置着数十块深

蓝色的板。在阳光的照射下，这些

板散发着耀眼的光芒。我以为那

些板是维修房子用的木棉瓦，但是

看起来又不像，就问妹妹：“那是什

么？”

妹妹说，那是光伏板。第一次

听到这三个字，我觉得很新鲜。我

问：“那是干什么用的？遮风挡雨

吗？”妹妹笑着说：“姐姐，你在城里

连这个都不懂啊？”接着，她就开始

为我讲解起来：“姐姐有所不知，现

在农村已经没有人家烧草煮饭了，

大家都用上电了。近几年，农村用

电量猛增，不知道你们城里怎么

样？”我说：“那还用说，城里也是

如此。”她说：“这就对了，屋顶上的

板就是用来发电的。”

原来，妹妹家几年前就安装了

光伏板。她说：“我通过申请贷款

买下了这些光伏板的产权，家里用

电如今都依靠光伏板提供。”我说：

“怪不得家里面到处都亮堂堂的，

原来这电是自家产的！”她笑着说：

“光伏板产生的电，自家用不完还

能卖给公家，每年能够带来3000元

左右的收入呢！”

我说：“难道买套设备后什么

都不用做，就能坐在家里赚钱？”妹

妹说：“这种自给自足的感觉很好，

让我觉得踏实。我不再担心用电

多了，也不再担心环境污染。这一

切都得益于屋顶上的那些光伏

板。”

原来，每当阳光照射在光伏板

上，它们就会默默地将光能转化为

电能。光伏板不仅给村民带来了

经济效益，还让村民懂得了珍惜资

源、保护环境。如今，村民们不仅

关注环境问题，更加注重节能减

排，还积极参加各种环保活动。

妹妹告诉我，她主动承担起村

里的环保工作，平时经常抽空清理

河边、路旁等处的垃圾，在她的带

动下，村民们不怕脏、不怕累地共

同守护着美丽家园。她所在的村

小组连年被评为卫生村组。

妹妹说：“有了光伏板的陪伴，

我们的小家变得更加温馨和谐。

每当阳光普照大地，深蓝色的光伏

板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那一刻，我

们仿佛能感受到大自然的呼吸，尤

其是当第一缕阳光洒在光伏板上

并转化为电能的那一刻，我仿佛感

受到了一股活力在涌动。”

这是光伏带给村民的希望，也

是村民的诗和远方。

家，是一个温暖的港湾，是每

个人心中的归宿。而光伏，则是这

个港湾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它不仅是一种清洁能源，更是一种

生活态度。

要回城了，第二天清晨起床，

阳光普照大地。我站在妹妹家的

阳台上放眼远眺，只见一张张光伏

板与苍穹交相辉映，瞬间定格成一

幅美不胜收的绿色能源新画卷。

家的幸福，不仅在于物质的丰

盈，更在于精神的富足。光伏板不

仅给妹妹全家带来了光明与希望，

更让他们学会了珍惜与感恩。

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

我们需要更多地去关注身边的人

和事，去感受生活中的美好与温

暖，而光伏板恰恰是生活中那份美

好与温暖的见证。

雾里行舟
■杨默

屋顶上的诗和远方
■张秀荣

在大学宿舍接电话
■顾席位

诗二首
■纪东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