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玉康

晚报版 潇河韵编辑 / 张婧 校对 / 郝成圆 14版 2023年3月15日 星期三

1986年“惊蛰”那天，柔柔春风为大地送

来了绵绵细雨。我家从县城五交化公司门市

部购买了一台“春笋牌”14英寸黑白电视机，

老幼皆喜。

“玉康家买电视了”“咱们终于能就近看

电视了”之类的话，一时间在街巷内议论起

来。于是，我家从当天傍晚起就成了大家观

看电视节目的场所，这样的欢乐氛围持续了

很长时间。

其间发生的一些事，让我经常回味。

列出节目单，满足大家看。我妈爱看新

闻、戏剧类节目，我家院前表哥爱看人文、历

史类节目，我家房后表姑爱看电视剧，我家院

东侧大娘爱看小品相声类节目……为此，我

都针对性地列出节目预告单和演出时间表，

识字的人手一份，不识字的反复提醒，帮助大

家记牢。一台电视机就这样成了邻里之间联

系沟通的桥梁。

排除“雪花点”，天线是关键。当年，大家

观看电视节目，全靠电视机用户室内外的天

线接收。如遇刮风降雨天气，天线锁定的方

向出现偏差，电视机屏幕就会出现“雪花

点”。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要在家，都会竭尽

全力调整天线方向。有一次，我正控制天线

方向，顶端天线架上的一节铝丝被大风吹落

下来，还砸伤了我的头。

选址庙岭山，竖起转播塔。次年，我们县

里在庙岭山顶建站竖塔，电视机接收到庙岭

山转播塔上的信号后，屏幕清晰度好得难以

形容，从此室外天线“下岗”了。

维修有保障，同学勤帮忙。当初购买电视

机时，就是我的高中同学郝效文推荐并帮忙挑

选的。他在县里的五交化公司上班，是维修电

视机的行家里手。只要电视机出现故障，我就

找他“把脉问药”。他三下五除二，就能将电视

机修好。

1997年秋季的一天，我家的电视机更换

成了“长虹牌”21英寸彩色版。后来，家里的

电视机又更换了几次，尽管一次比一次先进，

但我家的第一台电视机永远不会被我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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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李在兰，出生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

争时期，自幼丧父。作为家中长女，母亲早早就

学会了纺花、织布、缝衣、纳鞋底等家务活，我们

兄弟姐妹的衣服、鞋子都是母亲亲手制作的。

母亲与父亲结婚后，育有四儿两女。父亲整

日忙于田间地头，母亲承担起照顾我们的重任，

还记得我年幼时，每年母亲纳的鞋底摞起来有一

尺多高。

母亲十六岁便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成为榆

次跃进人民公社南蔺郊生产大队妇联主任。她

和公社“七姐妹八英雄”（即七个女骨干和八个男

壮劳力），以及几百人的团队一起，在完成自己公

社“深翻土地三尺深”的任务后，浩浩荡荡、轰轰

烈烈支援使赵人民公社等搞农田建设，当时被评

为山西省劳动模范。

她平凡的一生，见证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中华大地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粮油统

购统销年代，母亲和父亲积极

带头多打粮、多交粮、交好

粮，确保圆满完成任务。

后来，随着“三农”政策

的不断完善，和母亲、父

亲一样的

广大农民

获得了实

实在在的利益。

2021 年，恰逢党的

百年华诞，有关部门工作

人员上门给我的父母

颁发了“光荣在党50

年”纪念章。如今，

母亲儿孙满堂，在

父亲的悉心陪

伴和儿女的精

心照料下，生

活惬意幸福。

我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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