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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再过几天就要生了，
在旮旯县交通执法大队上班的
转业军人常凯，这几天心里甭
提多高兴了，见谁都笑眯眯的，
走起路脚步都轻飘飘的。

这一天，他和同事们对“两
客一危”运输企业安全检查完，
傍晚回到家，就听母亲唠叨 ：

“凯凯，你媳妇快生了，还不向
单位请假？生孩子是大事，而
且你媳妇属于大龄产妇，更不
能有个啥闪失……”

“妈，我知道啦！等过几天
迎接完支队年终检查，我就请
年假，在家一心一意陪护。”说完还冲母亲做了
个鬼脸。

吃罢晚饭，常凯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一
看是大队长打来的，忙按下了接听键。

“喂，常凯，有件急事征求一下你意见。”
“有事您说。”
“咱们邻省出现了境外输入性新冠肺炎病

例，刚接到上级通知，让咱们大队抽调人员赴
省界，也就是咱县界的木龙盘配合公安、卫生
部门去防疫检查点执勤，你和家人商量一下，
答复我。”

还没等常凯挂断电话，就听母亲说 ：“不
能去！”

“妈，我为啥不能去？”
“为啥？就因为你是咱家的独子，你媳妇马

上要生孩子了，你要守在身边！”
“妈，我当过兵，又是党员，就应该冲锋在

前，为国家分忧。”
“不能去！你媳妇生孩子是头等大事，你不

能远离。”
“好我的妈哩，您以前不是很通情达理嘛，

您不是从小教育我长大了要做个对国家和社会
有用的人嘛，我身在这个岗位就应当去，而且是
主动请缨去抗疫一线。”

“你爸当年为抓犯罪分子已经牺牲，我不能
让你这个独苗再有危险啊……”母亲一边抹眼
泪一边说着。

“妈！您就让我去吧。”常凯恳求着母亲，
随即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妻子投去求助的
目光。

“妈，咱就让他去吧。不让他去，以后他会埋
怨咱俩的。常凯去执勤、去抗疫也是为国家尽一
份力，以后孩子要是知道他爸的光荣事迹……
这可是给孩子做榜样哩……”常凯媳妇在一旁
帮忙说服着。

“那你生孩子，我一人忙不过来呀……”
“妈，这好办，我爸妈早都说过他们会来给

帮忙，您放心吧！”常凯媳妇抿嘴笑着。
听着妻子的话，常凯心里暖暖的，庆幸自己

娶了好媳妇。
临出门，妻子叫住了常凯，他以为妻子反悔

了，谁知妻子说 ：你就要去防疫检查点了，也不
知什么时候能回来，你给咱宝宝起个名字吧？”

常凯思索了片刻，说 ：“我姓常，要不就叫
常安吧，寓意咱们国泰民安。”说完推开门，趁着
夜色向集合点赶去……

一百块钱
◎刘永强

老唐养麝
◎吴万哲

从来都是头挨上枕头就
睡着的老李，今晚失眠了。

他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
床头柜上那张崭新的一百元
钞票，心里七上八下的，怎么
看都觉着不舒服。

昨晚，小区业委会的王主
任带着会计来敲门，寒暄了几
句，王主任说起了正事 ：“李
局长，最近你每天都为小区防
疫的事忙前忙后的，我们实在
是过意不去。业委会决定给咱
们小区的志愿者每人发一百
块钱。我知道，这一百块钱与
你们的付出相比，确实是微不
足道，但也是业委会的一点心
意不是！”说话间，会计拿出
了一百元钱放在了茶几上，还
拿出了一张打印好的表格让
老李签字。

前段时间，疫情形势紧
张，业委会发通告，要在小区
招募志愿者，三十二栋楼每栋
楼一至二人，专门负责本栋楼
的防疫协助工作。老李以前是
区教育局的副局长，退休后和
老伴住在这里，他觉着这事他
能干，就报了名。

从此，老李每天早早起
床，赶在上学、上班的邻居前
面，提前把电梯、单元门、楼梯
扶手这些地方擦一遍，再用酒
精喷上一喷。最后再按业委会
的要求，在显眼的地方贴上 ：
防疫靠大家，此处已消毒。中
午和下午上下班人流高峰时，
还要重复两遍。没事儿时，老
李戴着志愿者标志的红袖箍，
在楼下转悠，看见不戴口罩的
大人小孩提醒一声。连续二十
多天，他从不间断。

看到王主任要给钱，老李
表示坚决不要，王主任硬是留
下了，去了下一家。

老伴一觉醒来，发现老李
还没睡着，问道 ：“怎么啦？”

“还不是这一百块钱闹
的。”老李慢悠悠地说道。

“嗨，多大点事啊，不就
一百块钱吗，拿着就是了。”

“问题是我拿了这一百
块钱，我这些天忙活来忙活
去，这事就变味啦，我心里别
扭呀。”

“那你就别
收嘛。”

老 李 翻 了
老伴一眼：“你
没 看 全 小 区
几十号志愿
者，我 不 拿
让 别 人 怎
么拿，他们
会骂我的。
再说啦，你
也看着哩，
我 也 推 不
过呀。”

“ 那 就
留下呗，给我明天买菜。现在
菜可贵啦，一斤菠菜都七八
块。再说了，你起早贪黑的，
上班时都没这么忙。”老伴笑
着说。

老李又翻了老伴一眼 ：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有些钱
不能拿就是不能拿。这钱我得
处理了，不然我还得失眠。”

“怎么处理？要不交给纪
委去，让他们给你开个收据，
到时有事也说得清。”

老李第三次翻了老伴一
眼 ：“我有什么说不清的。这
又不是违纪资金。”

“要不捐了吧？”
“嗯，反正这钱咱不能自

己留着，我把它给南门的老陈
算了。”做出这个决定后，老李
就睡了。

老陈常在小区南门口外
卖菜，他家离这里不远，他卖
的菜是自己家地里的，很新
鲜，而且价格不高，小区许多
人爱在他这里买菜。一次，老
李出门去办事，看到老陈的红
萝卜不错，随口说了一句：“我
一会回来买几斤。”等他办完
事回来，早就忘了这事，走到
南门时，他发现老陈坐在门口
商店的椅子上，手里提着一袋
子红萝卜。老李连忙说道：“对
不起，让你等这么久，可明天
买也一样嘛。”老陈却说 ：“答
应你的事我就得办到，要不
然，晚上睡都睡不着”。

第二天，老李拿着那一百
块钱兴冲冲赶到南门口时，发
现老陈没在。问了门口值班的

保安才知道，老陈来过，可今
天的菜卖完就走了。老李一下
子又郁闷了。

老陈不在，这钱送给谁
呢？想了半天，老李想起了
一个人，一个经常在各楼前
垃圾桶捡纸箱的老头，老李
虽然没和他说过话，但知道
他也是小区的邻居，满头白
发特别显眼，人们私下都管
他叫白头翁。年纪一大把还
捡纸箱，肯定生活不宽裕，就
送他吧。回到自己的楼前，老
李一边巡查，一边等着那个
白头翁。

没一会，老李看到昨天往
二十四楼送装修材料的老头
又来了，今天送的是一套家
具，不一样的是，老头今天身
边还有个帮手，一个小伙子。
两人把大件的包装箱从车上
一一卸下来，又一件件想方设
法搬进电梯，一直干到中午。
中午十二点了，这俩人就坐在
一楼的门厅休息。老头拿出了
水壶和几个馍，招呼那个小伙
子一起吃。老李没事，就和那
老头闲聊了起来。这才知道，
他们是父子俩，老头常年在市
里给人送货，儿子去年考上大
学，昨天刚放假回来。那儿子
很腼腆，也不多说话，一边吃
着馍，一边从包里掏出一本书
坐到旁边看了起来。

老李看到这一幕，马上掏

出那一百块钱，塞在了小伙子
的手中，说道 ：“我最喜欢爱
读书的孩子了，这钱你拿去买
几本书看吧。”

那小伙子一听，忙推辞
道：“不不不，我有钱，我有钱。”

老头也赶紧说：“使不得，
使不得。其实，我们干的这活，
吃力是吃力，收入还可以。”他
又看了儿子一眼，对老李说 ：

“让娃来帮忙就是要让他体会
一下，挣钱不容易，不好好读
书不行。”

听了这话，老李说 ：“我
是 搞 教 育 的，明 白 你 的 意
思。不过这钱一定要让孩子
留 下。”然 后 又 把 头 伸 向 老
头 耳 边 ：“ 其 实，这 钱 是 我
早 上 在 路 上 捡 的。”说 着 拍
了拍老头的肩膀，转身大步
向电梯走去。

老头在后边喊道 ：“你真
是个好人。这让人激动得晚上
就睡不着了。”

老头晚上能不能睡着，老
李不知道，但是他知道，自己
今晚可以睡好了。

回到家，老李把经过给
老伴说了，老伴也如释重负，
说道 ：“送出去就行。不过，
你咋就决定把钱给那小伙子
了呢？”

“那孩子是真的爱读书
啊，别忘了，我这大半辈子是
干吗的……” 

那时的老唐还是小唐，二十
刚出头的小伙，家在秦岭腹地。一
日小唐上山，发现一只受伤的兽，
体形不大，毛棕褐色，两只眼睛滴
溜溜，机灵得很。兽的腿受了伤，
大睁了眼不能动。小唐生了恻隐
之心，领回家熬了米汤喂。

兽活过来了，村人争相看稀
奇。有 个 老 汉 惊 叫，说 是 林 麝，
能产一种比黄金还贵重的中药
材 —— 麝 香。人 们 齐 说 他 发 财
喽！却发现是头母兽。兽的伤终
于痊愈，他带到后山放生。奇怪的
是，他前脚走，兽后脚又跟了回
来，他便将它当宠物一样养起来。

秋去春来，兽也长大了。市药
材公司的高经理听说了，来到秦
岭山看小唐养的兽，脸上竟露出
惊喜之色，当下拍板投资两万元
专门扶持他养殖。小唐正愁致富
无门，遇到了这样的好事，高兴得
握着高经理的手直摇。

消息传出，村里人都跑来看
新鲜，有庆贺的，也有说风凉话
的。小唐只笑笑，一句话不说，整
天忙碌侍弄起他的林麝。林麝没
人工养殖过，也没有这方面的经
验可学，一切全得靠他自己的摸
索与实践。小唐一切从零开始。

小唐脸上的笑容没挂几天，迎
头就挨了一闷棍。一头林麝无缘无
故死去。他不明白，照看得比亲儿
子还精心，咋就好端端死掉了？妻
子让埋掉，他却将其解剖，看看到
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一解剖，发
现罪魁祸首竟是自己。林麝是野生

食草动物，他心太急，把精料加得
太重，撑破了胃肠。此后，他依照林
麝喜静、怕见生人的生活习性，拒
绝一切外人进入养殖区，为此得罪
了不少看稀罕的人，后来他干脆将
圈舍搬到远离村子的山上。

林麝爱吃肥嫩、新鲜的树叶，
他就天天上山去采，后来干脆在
责任田里种上桑树、六角枫、红白
萝卜，变着花样饲喂。小唐整日吃
住在山上，盼着林麝快快长大。

寒来暑往，眨眼五个年头过
去，小唐的林麝已发展到二十多
头，个个毛发光亮，健康活泼。小
唐想感受一下收获的喜悦，急着
取麝。高经理却告诉他，眼下要以
种麝繁殖为主，再说幼年林麝不
宜采麝，否则会影响成年后麝的
产量。小唐还有个“活思想”，这兽
以前没人养过，怕养多了卖不出
去，岂不枉费心血？高经理笑着
说 ：这个你大可不必操心，到时不
抢破手才怪！

听高经理说，林麝出售不论
头，而是一公一母算一对，一对少
说能卖两千多元吧。小唐大喜。那
时谁是万元户，县长都给戴大红
花哩，他这些林麝要是全部售出，
少说也是双万元户，得戴两个大
红花了吧？

小唐把消息告诉给妻子，全

家都高兴坏了。
出事了。清晨起来，小唐打开

一个舍门，不见麝出来，进舍一
看，死了。他摸着林麝发硬的尸
体，难过得直掉泪。可不幸接二连
三地发生，没几天一下子死了十
多头。他难过得哭哑了嗓子，还双
万元户呢，这怕连老本也赔光了。
情急中，小唐找到了高经理。高经
理不愧见多识广，当即判断可能
发生了传染病。多年辛苦打了水
漂，日子又回到从前。

林麝确实是个娇物，饲料搭
配不周，就会拉稀，轻则体瘦无
力，重则倒头就死。感冒、发烧、口
角溃疡，更是常见病。小唐自修兽
医，买了中药、西药轮换着治，化
解了一次次危机。他将养殖心得
全记录在笔记本上，不知不觉竟
写了厚厚十大本。他慢慢有了经
验，每天晨昏，只要观察林麝的吃
草、饮水、跑动，便可知它们健康
与否。

小唐经年累月地钻在山里，
一心只有他的宝贝林麝。又过了 5
年，小唐的林麝又发展到了 30 多
头。这天，高经理来看他，来的人
中，还有村长、乡长、县长，以及市
里的动物专家。他们一齐向小唐祝
贺，说他填补了人工驯化野生林麝
的技术空白，要帮他申报专利，还

要总结经验向全县推广，让更多的
人可以依靠养殖林麝致富。

小唐脸上笑着，心里却画起
了问号。高经理看出他的心事，笑
着说 ：你还担心林麝的出路吧？
告诉你，我把你人工驯化林麝成
功的经验告诉了同行，许多人都
愿高价收购，而咱们县长却说近
水楼台先得月，这些林麝先由政
府收购，再分配给贫困户养殖，到
时你还要当老师教大家呢。随行
人中有位来自农林大学的教授，
他翻看了小唐的养麝笔记，还建

议整理编辑成一本《林麝养殖实
用技术》的书。

小唐流下两行热泪，这一刻
他感觉十年辛苦付出是值得的。

以后的事情就简单了，全县大
力推广林麝养殖。四十年过去，人
工养殖的林麝由最初的一头，发展
到现在的万余头。就连北京、福建、
四川一些大型药企还在此投资，
进行专业化、现代化、科学化养殖。
小唐就这样变成了老唐，不仅给全
县养殖户指导授课，还不时漂洋过
海、出国传经送宝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