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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街井然有序地排列着一溜儿带滑轮
的食品摊档，横宽皆一米左右，铝合金框条
加上纤维板焊接拼装。构架简陋，但打扮
装饰精美，加之摊主身手不凡的现场炫技，
五彩斑斓的灯光烘托，看上去，一米摊档卓
尔不凡，俨如一连串展示美食色香味和烹
饪才艺的袖珍舞台。“舞台”在大白天是隐
形的，安静地蛰伏在市井深巷一些平民院
落里，它们的主人忙着选菜、备肉、抻面、配
制作料、将照明电瓶充足电、灌封好液化
气。直至黄昏，它们才被主人推着，或是被
三轮摩托斗车载着，从四面八方鱼贯而
入。旌城南公园鞍山路，天籁福社区大门
两侧一百余米的宽敞街沿，是城管划定的
临时交易摊区。城市提档升级需要营造文
明优雅的环境，关乎民生的“地摊经济”也
要包容呵护。黄昏是一天中较为松弛的时
段，“跳蚤市场”便应运而生。小小食品摊，
从太阳西下开张，能获得相当于小半天的
宝贵夜市时间。

摊档大同小异：台案齐腰高，案上架设
一框，框眉是彩色灯箱，炫目地闪出各家名
头和招牌菜品。有格外讲究的，还在框顶
盖一篷仿青瓦，两侧流苏缤纷、霓虹盘绕。
摊主以年轻人居多，着装清爽，形象气质透

着时尚。也有大妈大叔跻身其中，以其沉
稳干练独成风韵，他们或独自一人，或夫妻
姊妹联袂，以一米案台为依托，充分亮出各
自的绝活，倾心上演他们的生活情景剧。

腌腊卤菜、串串香、烧烤牛羊肉、爆炒
小龙虾、葱油煎饼、凉拌猪头、芝麻香熏兔、
果冻冷饮、手工糕点、水饺馄饨……在这段
百米街沿上，不同口味的人笃定都能寻觅
到自己喜欢的那一味。哪怕高峰期顾客打
拥堂，摊主也不乱方寸，挥勺舞铲，刀俎嘈
切，一团缭绕香雾中，美味如变戏法般顷刻
捧送到你面前。顾客中，有人打包回家慢
享，也有人急不可耐，当即大快朵颐。

因住家不远，我是夜市摊区的常客。
有时是为了一饱口福，有时也闲逛，细观市
井风情，寻机与摊主进行交流，尝试探究他
们的谋生实情。百米街沿，鳞次栉比的夜市
食品摊档就有三十几家，其间还穿插有蔬菜
摊、水果摊、小百货摊，并要留出天籁福大门
二十米宽的行人车辆和消防通道。我明白
了，那些食品摊车为什么个头都那么局促？
那是它们的主人因势而为的酌量。地盘有
限，要靠经营讨生活的人很多，大家都把摊
档收敛一下，尽量腾挪一方寸，便可容更多
人有谋生之地。况且，摊车尺寸小，也节省

成本和便于拾掇搬运，何乐不为？
生意高峰期，摊主忙碌无暇，除了有关

买卖的简短问答和末了一句“慢走”，很难
进行更多交流。一次我立等烤串，顺口问
了摊主一句：“你们生意这么辛苦，一个月
能赚多少钱？”摊主五十来岁，一副饱经风
霜的模样。他双手不停在炭火上翻着串，
抬头看我一眼，答非所问：“马上好了，麻辣
味重一点还是轻一点？”社会阅历纷繁的
人，不肯随意向陌生人交底，他拿不准你的
好奇心是否暗藏恶意。

年轻摊主则直率敞亮得多。一对经营
油烫鹅摊档的小夫妻，落落大方地告诉我，
他们原在同一工厂打工，去年因厂子效益
不好裁员，小两口双双下岗，伤心过后，抹
干眼泪，花几个晚上钻街巷实地勘察，一合
计，就开了这个摊档。每天来夜市出摊，一
个月除去成本，能挣七八千元。家里有老
母亲帮忙照看小孩，经济虽不宽裕，但日子
也过得去。

开面食摊的姑娘，其微信名叫容儿，微
胖，娇美的脸蛋上总是漾着甜甜的笑。我常
去她的摊档买现包的韭菜肉馅水饺，在她灵
巧的手指下，每个饺子嘴沿都会秀出精美的
花边，她捏饺子时十个指头如在舞蹈，看得
人眼花缭乱。前些日子，见她的摊档又推出
寿司和奶油蛋糕，松软小巧，形色可人。不
时有小孩儿被诱惑过来，如蜜蜂嘤嗡，缠着
父母要这个要那个。趁姑娘闲暇，我问她的
拿手才艺跟谁学的，她抿嘴一笑：“先看抖音
上别人咋个做，再自己琢磨啊！”偶尔，在朋
友圈瞥见姑娘的惊鸿一瞥。一次，她发了一
帧守在火锅边与朋友欢宴嗨吃的自拍，图后
附一句：“减肥？先放开吃，吃饱喝足了再
减！”立夏那天，她在朋友圈发了一则安民告
示：“今晚我与闺蜜要逛街买裙子，蓉儿食摊
打烊，亲们，可别为了找我白跑路哦。”语尾
处，闪烁着俏皮的动漫表情。

听容儿说过，她曾经去大城市打拼，在
几家公司干过，能吃苦受累，但受不了憋
屈，后来干脆炒了老板鱿鱼，回故乡自己
干。“摊档虽小，但我的事情我做主，只图自
由自在，开心过活！”说这话的时候，容儿的
眼眸忽闪忽闪的，仿佛天上晶亮的星子。

暴雨突然扑了下来。
走在放学路上的陈晓宇急忙换上雨

衣，不由得加快了步伐。路一侧的河面上，
两三艘小船不紧不慢，似乎与暴雨无关。

大雨如注，雨幕里突然出现一个熟悉
的背影，陈晓宇急忙跟上去，那是父亲陈
平。

陈晓宇一下子不淡定了。近段时间，
父亲很神秘，经常晚上出门，陈晓宇很想知
道答案。

大雨倾盆，视线有些模糊。风雨飘摇
中，父亲手中的伞已经不起作用了，浑身湿
透。但他似乎不在乎，干脆丢了伞，一边往
前追，一边不时往江面观察，江面上那几艘
小船在风雨中颠簸得特别厉害。父亲在前
面跑，陈晓宇在后面追，追着追着，陈晓宇
明白了，父亲是在追那几艘小船呢。

这时斜刺里又跑出来几个人，他们和
父亲一样，也在追那些小船。终于，几艘小
船经不住浪子的颠簸，极不情愿靠向岸边，
立马就被岸上的人围住了。片刻后，一辆
警车驶来，几名警察也冲了过去。

陈晓宇紧跟上前，一下子看明白了，这
是几艘电鱼船，是一种大鱼小虾都不放过的
非法作业船，早已被国家明令禁止。船主神
出鬼没，经常偷偷出来电鱼，极不容易被现
场挡获。雨幕中，父亲陈平看到了一脸狐疑
的儿子，先是一愣，接着释怀地笑了。

把嫌疑人交给警方后，父子二人这才
回到家里。来不及冲洗，陈晓宇拦在了父
亲面前，让他给个解释。

陈平也不再隐瞒：“晓宇，其实这段时
间我经常出去，就是为了摸清那些电鱼船
的规律。船主干的是违法的事，所以大多

数时间是夜晚偷偷摸摸出来。如果不掌握
他们出来的时间，搜集到他们违法的证据，
就很难将他们绳之以法。”

陈晓宇说：“你又不是警察，关你什么
事呢？”

陈平想了想说：“保护好江河资源，不
让生态遭到破坏，是每个公民的责任。另
外，我还要告诉你，爸爸是城市志愿者，有
义务和其他志愿者一道，共同维护我们的
家园。”

陈晓宇看着爸爸，点点头，又摇摇头。
作为志愿者的一员，爸爸离他很近；作为志
愿者这件事，似乎又离他很远。

这时陈平又说：“还有一件事，爸爸想
请你帮忙。过两天是周末，爸爸有位朋友，
也是你的大姐姐，远道而来看我们，她叫达
真。但兄弟市刚发生了洪灾，作为志愿者，
我们明天将出发驰援。”

陈晓宇很不解：“什么兄弟市，天远地
远，费力淘神，值得吗？”

陈平握着儿子的手说：“你以后会慢慢
明白，做一名有益于社会的志愿者，能让你
思想高远，内心充盈。用爱心托起梦想，心
中有了爱，人间才会更美好。对了，驰援的
事我已经告诉了达真，如果你学习忙，我就
让达真去找留守在这儿的志愿者黄叔叔，
让他接待。你有时间，代我去看看达真姐
姐，转达我的问候。”

陈晓宇看着爸爸，一脸的疲惫还没退
去，明天又要风尘仆仆起航，这份累并快乐
着的内心世界，既让他敬佩，也让他困惑。

两天后，陈晓宇按照爸爸的叮嘱去找
达真。在当地街道办一间屋子，陈晓宇刚
走到门口，屋子里一下子涌出来一群人，其

中的一位大姐姐把陈晓宇当成志愿者，抓
住他的胳膊就说：“快，跟上！”

陈晓宇一问才弄明白，一处工地的脚
手架垮塌，不少农民工伤情严重。得知信
息的志愿者二话没说，都争着去医院献血。

留守的黄叔叔也跑了出来，看见陈晓
宇，急忙问：“怎么，你也跟你爸一样，当上
了志愿者？”

陈晓宇说：“我来找达真姐姐，人还没
找到。”

跑在前面的大姐姐闻声后扭头说：“我
就是达真，你是陈平叔叔的儿子陈晓宇？
唉，你还没到献血的年龄，快回家读书吧。”

陈晓宇更奇怪了：“你是达真姐姐？你
来了，怎么也不去我们家里，反倒当起献血
志愿者来了？”

达真边往外跑边说：“三言两语也说不
清。简单点说吧，我到这边出差，顺道过来
看陈平叔叔。谁知他又驰援外市，就想先
来志愿者中心看看，一来就遇上救人这事，
我也是志愿者，当然义不容辞。”

达真说完往前跑去，这时黄叔叔才说：
“晓宇，达真姐姐是一位藏族姑娘，她和你
爸爸，其实有一段温暖的故事呢！”

黄叔叔说，多年前，省报上登出了一则
启事，寻找好心人帮助一些条件艰苦的孩
子，陈平就是这样和名叫达真的藏族女孩
认了亲。那时陈平刚有了小孩，就是陈晓
宇，两口子工资不高，但还是力所能及地对
达真提供帮助。达真大学毕业参加了工
作，她也像陈平那样，成为了一名热心公益
的志愿者。

陈晓宇一下子明白了，爸爸、达真、黄
叔叔……所有的公益志愿者，正是通过一
代又一代的温暖接力，把“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不断传递，才让生
活更加美好。

新的一周，陈晓宇到校后的第一件事就
是找到老师，要求加入中学生志愿者队伍。
他要向志愿者学习，做一个温暖社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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