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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腊月还没有几天，住在乡下的母亲又
急切地打来电话：“你们单位什么时候放假呀？
估计哪一天能够回家过年？”尽管此时与农历新
年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归期的日子也无法具体
确定，我依然满心欢喜地撒着善意的“谎言”：

“放假的时间早就确定了，我们很快就会回去
的！”电话那头，母亲开心地对着父亲絮叨：“老
头子，儿子、媳妇和孙子马上就要回来了，那吃
的喝的准备好了没有？”电话这头，豆大的泪珠
情不自禁地在我的眼眶里打滚，被人疼爱的幸
福在心头不由自主地洋溢开来。

“幸福从腊月开始，快乐在新年荡漾。”放下
电话，我随即在纸上写下这样的诗句，并大声地
朗诵给儿子听。对于后一句，儿子没有提出什
么异议，可是他并不认同腊月里的幸福，并且对
城市里的腊月感到困惑与迷茫：“除了商场里人
流熙熙攘攘之外，这与平时没有多大区别呀！”
的确，城市的喧嚣和人们的忙碌，让人在与腊月
的对望中，生发的幸福感受可能只有短短的一
瞬。更多的时候，人们要么直接回到乡村享受
天伦之乐，要么在自己家里过一个平静的年。
而在乡下，所有的情形就迥然不同了，幸福与快
乐可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大人盼插田，孩子望过年。”幸福首先从这
句耳熟能详的农谚开始，其主角自然是那些不
谙世事的孩童。女孩子们三五成群地相聚在村
头，或者炫耀着新买的衣服，或者羞赧地交流着
小小的心事，或者愉快地商讨着新年的计划；顽
皮的男孩子们呢，有的在雪地里打仗，有的在路
面上追逐，有的在山坡上烧烤，有的在屋檐下放
炮，身上干一块湿一块的，脸上黑一块黄一块
的，可是他们全然不顾这些，那无拘无束的神

情，那桀骜不驯的样子，让刚刚从外地打工归来
的父母也不愿多说什么，甚至有人在那喜滋滋
地看着，偷偷地乐呢！——是呀，孩子们的幸福
就是家人的幸福，家人的幸福只有通过团圆才
能体现，因此在农村，真正团圆的日子是从腊月
开始的！

“喜酒盈杯喜，新人迈步新。”幸福其次从
迎亲嫁娶的喜庆鞭炮声中传扬开来，此时的主
角已经换成了俊男与靓女。现在的年轻人留
守在家的寥寥无几，他们为了生活同时也为了
理想，在正月里就结伴外出，辛苦打拼，而要完
成终身大事就必须等到腊月归来。结果春节
之前，这家出嫁的鞭炮没停，那家迎亲的唢呐
又起，每个村庄在同一天承办喜宴的就有好几
家，尊辈长者更是东家请，西家接，一个个喝得
面红耳赤的，打着饱嗝剔着牙，连呼：“过瘾！
过瘾！”

“幽幽盼儿归，归来喜欢颜。”幸福更从老人
们期盼的目光中流露出来，这种幸福无法用金
钱买到，不可用价值衡量。别的不多言，单单就
说我的父母打来的电话吧，从时间上讲确实早
了些，可是两位老人从年头盼到年尾，到底为了
什么？还不是希望一家人能够其乐融融地围坐
一桌，摆摆人情世故，道道离别相思，说说奇闻
趣事……在这短暂的日子里，似乎世界上所有
的快乐只有我们一家才能分享，所有的温馨只
有我们一家才能体味。难怪有人如此说：期盼
虽是一种煎熬，期盼也是一种幸福！

带上礼品，背上行囊，我会在春节前尽快
回到那生我养我的故乡，让幸福在孩童的顽皮
中流转、在新人的对拜中传扬、在父母的脸上
荡漾……

幸福从腊月开始
钱续坤

奶奶让邻家小孙女在朋友圈发了一张门前柿
子树结满柿子的照片，没有配任何文字。

小四知道奶奶是想念孙子们了，他挨个给兄弟
姐妹们打电话，邀他们一起回老家看看留守农村的
奶奶。

他们故意把车停在村口，走路进村。几个男孩
子悄悄地爬上门前的柿子树，摘柿子吃。女孩则悄
悄潜伏在奶奶的窗户下，看看奶奶会不会在窗户里
观察。

奶奶的听力还是和以前一样好，男孩们才爬到
树中间，奶奶就已经趴到窗户边观察树上“偷柿子”
的男孩子们了。她由于没有戴老花镜看不清楚，慌
忙转身从床头柜翻出老花镜戴上。

“我就说嘛！这么好的柿子怎么会没人喜欢。”
奶奶自言自语。奶奶看到有人在摘自家的柿子笑
得合不拢嘴，一会儿说这个爬得太高要小心，一会
儿又说那个真笨，眼前的那个柿子最大最圆也不知
道摘……

有个男孩子故意说：“我们这样摘别人家柿子，
等会主人家看到了，会不会把我们当盗贼打哟？”

“不会，不会，摘吧！我的孙子们都不在家里，
你们喜欢就摘吧！我就喜欢看你们摘柿子呢！”奶
奶在窗户里自言自语，她还不知道眼前的这些“大
孩子”就是自己的孙子们。

“别爬太高，要是等会主人家追来，跳下去来不
及呢！”一个男孩提醒爬得最高的男孩子。

“哎！别怕，别怕，这家主人就剩下一个老太婆
了，追不到你们。并且我也不会追你们呀！”奶奶
说。

“我听说这家人只剩下一个老婆婆在家，这柿
子反正她也摘不到，我们吃了就吃了吧！”一个男孩
说。

“对对对，老太婆吃不到柿子，就都给你们吃了
吧！”奶奶低声说。

“只剩下一个老婆婆？那等会我们要不要给她
留几个，让她自己也尝尝，她也是可怜的人嘛！”

“你真笨，要是留给她，不就是在告诉她，她的
柿子被人偷了吗？”

“那我们就悄悄放到她家的米糠里，反正她记
性不好。万一她以为是自己摘下来放进去的呢？”

奶奶听到这话流下了眼泪，以前自己的孙子们
也是摘下自家的柿子悄悄放一些到她的米糠里。
当孙子们假装问自己柿子被谁摘了？她都会高兴
地回答自己摘来放到糠罐里的。孙子们也会毫不
客气地到她的糠罐里拿柿子吃，这事一直延续了好
几年，她从不拆穿孙子们的秘密。

女孩子听到奶奶在窗户边哭泣，突然推开门大
声喊奶奶。奶奶愣住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把
女孩们抱在怀里。男孩子们也从树上下来，站在门
口问：“奶奶，你的糠罐罐还在没有？我们找不到糠
罐罐，柿子放不进去呢！”

“你们这些小兔崽子，回来都不跟奶奶提前说
说。”

“我们只是回来摘柿子，又不是专门来看望你，
干吗要跟你说呀？”

“数你最调皮，小四伢子，还像小时候一样会逗
奶奶开心。”

假期结束时，孙子们坚持要把奶奶接到城里
住。可是奶奶怎么也舍不得门前的柿子树，她说柿
子树是爷爷种的，以前柿子树结柿子能卖钱补贴家
用，后来柿子树是她和孙子们的快乐之源，现在柿
子树能把孙子们召唤回来，她要守着这棵柿子树，
等明年柿子熟时，让孙子们再回来看望自己。

小四其实最明白，奶奶是舍不得埋葬在屋后的
爷爷，她怕自己进城，爷爷会孤单，他的坟上会长满
杂草。一辈子爱干净的爷爷从不让杂草长进院坝，
就连门前的柿子树也从未遭到杂草的侵扰，所以才
会长这么好。

奶奶的柿子树
王继琼

青衣江边木城镇
宋道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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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鲁倩文）在乐山中心城区一些老旧小区，楼院上空的线缆
纵横交错，宛如一张张“蜘蛛网”，不仅严重影响小区环境，更存在安全隐患。
按照国家、省、市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相关精神，2020年以来，
乐山市数字经济发展局、乐山市通信发展办公室（以下简称市通发办）牵头推
进市中区老旧小区改造通信线缆整治工作，让老旧小区焕发新颜，还群众一
个整洁美观的生活环境。

据市通发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从2020年11月起，市中区77个老旧小区
开始改造，市数字经济局、市通发办以此为契机，牵头研究制定通信线缆整治
方案，统筹协调相关部门和各通信线缆运营商，统一行动，实现通信线缆整治
与老旧小区改造同步实施，切实让老旧小区改造成果惠及广大群众。

在整治工作推进过程中，四川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乐山分公司根据
相关规定和通信工程技术规范标准，采用“多网融合”、规整架空线缆的方式
对老旧小区通信线缆进行改造。“我们在楼栋各单元集中设置‘四合一’光缆
分纤箱，对废弃的箱体、线缆进行拆除、清理，并通过剪除、捆扎、贴墙等措施，
对垂落、松垮的线缆进行扯平、固定，确保线缆横平竖直、高低一致、入管入
盒、整整齐齐。”该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经过整治，曾经盘踞在乐山中心城区老旧小区上空的“蜘蛛网”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整齐、美观的机箱和布线，不仅消除了安全隐患，也有效改善了
居民生活环境。

整治老旧小区通信线缆整治老旧小区通信线缆
告别空中告别空中““蜘蛛网蜘蛛网””

本报讯（记者 宋宇凡）12日，市中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张某翔诈骗工程
款一案，并当庭作出一审宣判。张某翔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8个月，
并处罚金20万元。

据悉，被告人张某翔是一名“90后”，本科学历，原为乐山市某局聘用人
员。早在2018年，被告人张某翔便与被害人晏某根相识。从2019年8月起，
被告人张某翔多次以是否愿意承揽工程为由，向受害人晏某根介绍乐山市道
路翻新黑化、修建学校新校园、乐山仁沐新高速沐川段连接线等项目。在受
害人晏某根表达愿意承揽意愿后，被告人张某翔找来多人冒充乐山某公司及
相关单位的领导、领导亲属或领导下属与被害人见面，并多次以出示红头文
件、驾驶贴有“公务用车”标识的车辆等方式增加被害人晏某根信任度，营造

“能够帮助被害人拿到该项目”的假象。同时，被告人张某翔又多次以“打点
费”“中标资料费”“活动经费”“工程保证金和中标代理费”“农民工保证金”等
名目，向被害人晏某根索要资金以及名贵烟酒、手机、电脑等物品。

去年8月，市级某单位干部因被他人冒名向公安机关报案，被告人张某翔
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经查发现，其诈骗金额总计1055.5万元，其中部分赃
款用于购买车位、理财产品等。

找人冒充公职人员实施诈骗
“90后”小伙敛财上千万
获刑14年8个月

三江都市报公益广告

体彩昨日开奖

天天彩经
广告

本报讯（记者 宋雪 摄影报道）经
过4个多月的建设，国道245线峨眉
山市高桥镇观音村至龙池镇杨柳村大
修工程及回头弯整治工程，于近日完
成主体工程建设。昨（13）日，记者从
项目现场获悉，该路段预计将于1月
16日全面开放通行，往返峨眉与峨边
的交通“动脉”将更加舒适畅通。

国道245线峨眉至峨边段，是进
出峨边、金口河的重要通道，车辆的日
均通行量达到2万台次，高峰期达到4
万多台次。长期以来，该路段超负荷
运行，路面受损严重，车辆通行受堵，
加上弯道急、坡度大，道路的使用系数
和安全系数达不到要求，存在交通安
全隐患。

2021年8月，国道245线峨眉山
市高桥镇观音村至龙池镇杨柳村大修
工程及回头弯整治工程开工，路线全
长约9.3公里，包括6个回头弯的加宽

改造。昨日，记者在峨眉山市龙池镇
看到，项目主体工程及回头弯加宽都
已完成，正进行交安设施、波形护栏和
标线的施工，现场有许多车辆已经开
始通行。

“这条路的很多弯道，原本的宽度
大概10米不到，大型货车在转弯时半
径过小，容易发生碰撞、出现安全事
故。”项目经理徐永兴介绍，此次回头
弯加宽施工，每个弯道加宽了3至5
米，加宽长度为80至100米，弯道变
缓、转弯半径更大，能保障大型货车等
车辆更加安全通行。

徐永兴告诉记者，此次大修整治
工程完工后，预计将在1月16日全面
开放通行。项目完工通车后，将有效
提高道路通行能力、提升道路交通安
全，为峨边、金口河地区物资进出提供
更方便快捷的通道，服务沿线群众，服
务沿线经济发展。

大修整治交通“动脉”更宽更畅
国道245线峨眉高桥至龙池段本月16日全面通行

主体工程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