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 22日，快报“爱心工
作室” 和妈祖庙会组委会联

合开展“书画爱心义卖”的消
息见报后，打电话或亲自到组
委会咨询、捐赠作品的书画大
家络绎不绝，截至发稿时已征
集作品近千幅。昨天一大早，
当代著名老诗人、书法家丁芒
先生徒步赶到位于鼓楼公园

的妈祖庙会组委会，要求现场
书写自己的诗词作品，献上一
份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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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岁的丁芒先生看起来

精神很好：“我一直主张大爱
无言，看一个人有没有爱心，
要看他的作为。”说着丁老站
起身，一边卷衣袖一边走到书
桌前。

金陵书画院副院长杨宝
树忙着为丁老铺纸。

落笔了！年过八旬的丁老
刚才还微微颤抖的手，一到纸
上立刻充满了力量。笔尖的
起、承、转、合仿佛在演绎某种
节奏，时而浓墨淋漓，时而笔
迹枯瘦…… “丁老真是好记
性，多年前的作品 《金陵之

春》还记得一字不落！”不到
5分钟，丁老就写好了一幅
《金陵之春》。当丁老满意地
为第二幅作品《花发金陵》盖
上印章时，在场的人不由自主
地鼓掌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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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书画爱心义卖”的

消息见报后，正在专心装修工
作室的省国画院特聘画家余
宗香女士，昨天也专程送来了
自己的3幅得意之作。毕业于
中央美院的她，在看到报纸刊
登的义卖消息后，因为工作室

装修未完工，就立刻翻箱倒柜
找出了近几年的得意之作，抽

时间送到了妈祖庙会组委会，
还一个劲地对记者说：“实在
不好意思，没能抽出时间来专
门为活动画点东西！”

与此同时，江苏省中青年
书画家徐靖送来了一幅人物
《柜中缘》，夏硕则送来了特

意创作的丈二巨幅作品 《香
雪之海》，陈忠、赵绍荣也送
来了各自的作品。向组委会咨
询捐赠事宜的电话接连不断，
工作人员笑称自己都成了专
职“接线生”。

据了解，这次“书画爱心

义卖” 活动的时间安排在 5
月 8日上午 10点正式开始，
届时不但有百幅精选作品参
加义拍，还有更多的作品会在
鼓楼公园金陵工坊长期义卖，
有兴趣献出爱心，或者冠名本
次活动的爱心人士，可以继续

和025-85438455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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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模范马路的汪老太
太是位独居老人。守着家门

口的“半亩薄田”，她过得可
充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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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早，记者在模范马

路一六六巷附近看到汪老太
太时，她正蹲在“田间”，弓
着背眯着眼仔细观察自己菜
园的长势。这是一块30平方
米出头的菜圃，沿着小区的
栅栏，长长地排成了一个长
条。菜圃不大，东西却应有尽

有。靠最北边的一块方形地
里，种了一片大蒜，大蒜长得
势头很好，一个个都争高头。
靠南边的栅栏边上种的是小
青菜，小青菜还很嫩，柔柔弱
弱地发出浅绿色的光。中间
种了一排蚕豆，虽然还没到

收获的季节，豆荚却已经出
了头。边上是“马兰头”“菊
花脑”。再远一点是一排葱，
小小的一团，像个点缀。

这 30平方米的地方，是
汪老太太的乐土。“这小片以
前是个茅厕。茅厕拆了后就

成了乱砖堆。我搬了几天，又
培了土，终于可以种点东西
了。”她看着菜园，满心的喜
悦，似乎看着自己的孩子慢
慢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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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聊着，栅栏外面热闹

起来。几十个农民扛着各种
菜来到栅栏外的小路上，摆
起了摊。自从附近的马路被
整改之后，农民们把菜摊摆

在菜场边的小路上。“老太
太，菜长得不错嘛！”菜农

们隔着栅栏和老人招呼
着。菜农们这边卖菜，那边
汪老太太整日在菜园里摆
弄自己的苗苗们。一来二
去，都很熟了。
“老太太，今天有什么

菜？”一个戴眼镜的妇女拎

着菜从栅栏边走过，探头
对汪老太太招呼。“菊花脑
和马兰头还要啊？”汪老太
太支起身子。“这小青菜还
卖？”妇女问。“这个不行，
才浇过粪，不能吃。你看看
这菊花脑，才摘的。”老人

拎了一大袋 “菊花脑”给
妇女看。

妇女显然很满意，递给
老太一元钱，接过了塑料
袋笑着说：“老太太，你的
菜我放心！小青菜能吃了
给我留一点啊！”

老太太一个人住，地里

的菜吃不完。除了邻居们偶
尔来拔些做菜之外，很多菜

都浪费了。和老太太熟了，菜
农们便向老太太建议：“你也
卖卖看。”老太太便也兼职成
了菜农。
“随便卖卖的，高兴就给

个1元2元的。”老人说。
“我告诉你啊，她的菜保

证不打农药，纯绿色的环保
菜哦。”诧异的是，连栅栏外
的菜农竟也回头对着记者夸
了老太太几句。

老太太高兴极了。看得出
来，菜圃带给她的快乐不是一
个月几十元的额外收入，而是

别人对她菜圃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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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菜圃，汪老太

太倾注了全部的感情。每天
天不亮，汪老太太就起床了。
洗漱完的第一件事，就是戴
着帽子去自己的菜圃看看，

浇水、捉虫。这似乎已经成了汪
老太太这些年来固定的节目。
菜圃就在自家小区边的一块荒

地上，走过去不过两分钟。
说起菜园，老人很高兴。她

想找个词语来形容自己对菜圃
的感情，没想出来，只得一遍遍
说：“每天都想来，不来就想。”
菜圃是汪老太太住进小区后第
二年开出来的。

“40多年了。”老太太说。
老人 18岁那年成了南京邮电
学院食堂的伙夫。之后，在学
校领导照顾下住进了职工小
区。“那会儿大家的工资都很
少，一个月 20元出头，想养活
5个孩子不是件容易的事。”

为了能补贴家用，让孩子们吃
上新鲜的菜，汪老太太便在小
区的角落里找了一小块空地，
种起了蔬菜。这一种就是 40
多年。虽然老人的一个孩子因
为贫穷夭折，但汪老太太还是
觉得这个小菜圃对他们一家有

救命之恩。
这些年，菜圃给独居的她

带来很多快乐，但老太太心里
也有些不安。老太太告诉记者，
这些年，学校领导多次找她谈
话，让她不要在小区里种菜。但
是她始终无法让步。

“你看看这几棵树，”她指
指菜圃边上几棵十几米高的水
杉树，“这是我十几年前插枝
插活的，都长那么大了。有感情
了……怎么舍得这个菜圃
呢？”断断续续地解释自己的
固执时，老太太眼里盈盈地有

东西在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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