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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淅波

这几天听了一首歌《这些年从未放过假》，几句歌词很有感

触：“小时候难过了，可以去找妈，小时候委屈了，也可以回家，可

是长大以后，哭不敢喊妈，难过的时候，朋友圈也不敢发……”这

首歌我反复听，每次都有不同的感触，其实倒也不是自己有多委

屈，有多少苦难，只是通过这首歌对家、对父母、对人生有更深层次

的认识和理解，所以思绪较多，想得多了就变得特别容易感性，特别

容易伤感。

在很早的时候有一些生活中平凡的小事就激起我写作的灵感，

总想把发生的事写一写，发个朋友圈，总想通过一些日常的琐事，反

映出我这 40多岁人生阶段想的是啥，困惑是啥，可是总是被幸福包

围不断放下了自己的思想。这几天我生病了，一个人在家里很是孤

单，总想打个电话寻找心灵的慰藉。星期天父母回来了才给自己的

心灵放个假，多大的人了还有孩子气，单纯得还像孩子一样，到饭点

的时候还能躺在床上无论是真不舒服还是装病，心里一直想着一会

儿老父亲就会回来做饭，吃完饭碗往那儿一放，因为我知道母亲喜

欢刷碗。

父母回老家的半个月，每天晚上父亲都会打电话问我是否安全

回家，吃饭了没有，我却很少往家里打电话，因为我一直认为我还是

孩子，父母关心我是应该的，其实这就是依靠。我也知道父母也是

年岁已大，更需要我的照顾，但我却在父母面前永远长不大。

前一段时间，我开车和父母一起去南阳，母亲路上一直唠叨

说她不想去，其实我知道她并不是真的不想去，而是怕多花

钱。母亲是一位典型的农村劳动人民，年轻的时候干的农活

多了，到老了身体不好，经常服用治疗慢性病的药物，因为

母亲没有退休金，她吃药花钱就很是心疼，所以每天母亲

出去玩时都会捡回来一些可回收垃圾，攒到一起让父亲

拿去卖了，每次父亲把卖废品的三五元都全部给了母

亲，看到母亲拿着那几块钱高兴的样子，其实我也

很心酸。所以我的院子被母亲捡的废品堆得

很是难看，我从不生气，我也不怕别人笑

话，因为我知道这是如今母亲的幸福源

泉。母亲每周都会去测一测血糖，

每次一元，她总拿出自己攒的

卖废品的钱，自豪地说要

不是我捡废品卖

的钱，谁会免费给咱测血糖，那一刻我明白了母亲的用心

良苦。

到了南阳我领着父母去了武侯祠，在诸葛亮的塑像前，

大家都去许了愿，我听母亲小声说道：“保佑一家平安，孙子孙

女学习好，自己身体健康。”我听到母亲说的“保佑自己身体健

康”这句话很是震惊，因为母亲平时总是关心我们的身体，一说到

自己感觉很是不在乎，如今听到这句话我很是意外，这就是一位平

凡而又伟大的母亲最真实的心理。在回程的路上我听到母亲对父

亲说了这样一句话：“如今咱们日子好了，可是咱们都老了。”我听后

心里百般滋味，心想要好好孝敬父母，可是在吃中午饭时，在饭店里

我们还是仅仅一人吃了一碗烩面，说实话表面上是父母怕浪费，实际

上我也是怕花太多的钱，因为心里总记着父母的教诲，花钱的地方多

着哩，要省着花。

晚上本想领着父母出去到街上走走，可是母亲说自己太累了，我

就骑着电动车带着闺女和父亲去超市玩，在去的路上我却高兴不起

来，想想小时候，都是父亲骑着自行车带着全家人一起出行，现在父亲

年岁大了，觉得很是伤感。下了电动车我走在最前面向父亲介绍着一

些新鲜事物，父亲领着闺女走在后面，让我想起了若干年前都是父亲

走在全家人的最前面，默默地承担着全家人的希望，如今我何尝不是

呀，我当时眼泪就流了出来。在超市里给父亲买了一身衣服，看着

父亲高兴的样子，你们知道我有多幸福吗。

第二天我要领着父母回淅川了，妻子说咱们也去给母亲买件

衣服，母亲一听说非常生气，说，我的衣服那么多，还买它干啥，

你们再买我就生气了。在商场里，我们选了一双鞋和一件上衣

给母亲带回去，母亲还是唠叨了那句话。回到家里，母亲就穿

着那件衣服出去玩了，回来后就向我和父亲说，穿了一件新

衣服，人家都问她是谁给买的，她自豪地说都是儿媳在南

阳给买的，说完很多老太太都开始说自己的儿媳，甚至

还有骂自己闺女不孝的。

主要是这件事已经过去有个把月了，有些感想

随着时间的流逝被一波又一波的父爱母爱冲淡

了，今天写出来反而觉得是那么的平淡，这

是为什么？思来想去，无非就是父母的

爱来得太容易了不知道珍惜。

愿天下父母身体健康，

愿天下儿女尽 孝 要 趁

早！

□李伟明

学习不仅仅是学生的事，对每个人来说，都应当是终身

之事。尤其在世界瞬息万变的今天，学习的重要性日益凸

显。干部群体更应加强学习，把学习放在重要位置，否则，无法

摆脱“本领恐慌”的困惑，难以跟上工作的节拍。但有些干部，却习

惯把学习当作口号喊一喊，当作形式走一走，并不往深处去，离“入心

入脑”还有一大段差距。

不把学习当回事，终将使自己陷于被动，错过很多机遇，甚至犯下颠覆

性错误。这话不是危言耸听。

不学习，不知形势。在全面从严治党的今天，很多人为什么还那么麻木，

还在犯低级错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几乎从不学习，对当前的形

势毫无所知，因无知而无畏。我们曾经查处过一名干部，连最基本的纪法常

识都没有，甚至不知道自己受贿有哪些后果，被留置后，还闹着要早点回家，

让人大跌眼镜。这样的情况见得多了，让我们深切感到，干部们的学习，不是

多了，而是少了。干部不学习，如何对当前形势有正确理解、深刻认识？又何

以加强自我约束，做一个不掉队不出局的人？

不学习，无以自知。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想成为什么人，适合干什么

事，有哪些优势，有哪些短板，如果不学习，就无从准确了解。有些人为什么

自以为是、目空一切？因为缺乏学习，既不知道别人的长处，也不知道自己的

不足，于是取得一点小小的成绩就盲目自大，裹足不前。这种习性，从小处

说，影响的是自己进步。如果身为领导，往大处说，则影响相应部门或地方

的发展。对个人而言，越学习，越知道自己的定位，自己与别人的差距，自己

的努力方向，就懂得见贤思齐，向标兵看齐。通过学习，可以正确认识自己，

不断克服做人做事方面的种种不足，不断加强自我修养，做一个走到哪里都

受欢迎的人。善于学习的人，往往是谦虚的、理智的、稳重的。这种人做事，

靠谱。

不学习，难长本事。学习是进步的原动力。每个人的能力都不是天生

的，而是通过后天不断学习提升的。能力强的人，首先是学习意识、学习能

力强，一旦投入，就能够让学习迸发巨大的力量。不妨温习一下“士别三日”

的典故。三国时期，吴主孙权劝部下吕蒙，平时要多读书，这样对自己有好

处。吕蒙回答说，自己军务繁忙，恐怕没有时间读书。孙权批评他：“你军务

繁忙，但再忙也不能比我忙吧？当年光武帝统帅兵马的时候还手不释卷，曹

操也自称是老而好学，更何况是你们年轻人！”吕蒙感到惭愧，于是开始认真

学习，终日不倦。后来，鲁肃见到吕蒙，大为惊讶：“我以前说老弟是一介武

夫，没想到如今学识也如此渊博，已经不是当年的吴下阿蒙了！”吕蒙不无得

意地说：“士别三日，即当刮目相看。老兄知道事情也未免太晚了些吧！”学

习，让别人从此不敢小看了吕蒙，也成就了吕蒙以后的功名。现在很多人喜

欢学吕蒙的前半段，以“工作忙”为由而不学习。如果他们能学吕蒙的后半

段，定然也能让人刮目相看。

学习可以改变现状，学习可以重塑自我。《三字经》云：“苏老泉，二十

七。始发愤，读书籍。”苏老泉即大文豪苏东坡的父亲苏洵。他开始努力读

书时年岁已大，但同样走向成功，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不要懊悔已往的

岁月，只要觉悟了，什么时候学习都不算晚。学与不学，情况完全不一样。

不断从学习中汲取营养，让自己的能力与时俱进，一定能收获一份让自己满

意的成绩。

学习需要付诸行动，千万别以为它是一句装点门面的空话。当今

社会，各方面竞争越来越激烈，年轻干部尤其要认识到学习的价值，注

重学习，加强学习。一日不学习，就可能跟不上队伍，就可能落后

于时代。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可松懈。让自己随时

保持自信，不管在哪个岗位都胸有成竹、游刃有余、挥洒

自如，就必须活到老学到老，将学习当作毕生的追

求，把学习转化为制胜的利器。

□吴建华

初识李书民先生，是在 2016年 3月。那次

是随同开封市作家协会的几位作家到兰考县采

风，同时还要去探望兰考籍老作家李书民，祝贺他

的新书出版发行。

到了兰考，当带队的开封市作协副主席张克先

生将守候已久、看上去朴实敦厚的一位老先生介绍

给大家时，我的第一印象是：李书民先生不像是兰考

县的一位作家，倒像是一位质朴的老农民。他与我

们一一握手，并将刚刚出版，还带着墨香的新书《这

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分赠给我们。他的朴实亲切，给

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书民是兰考县谷营镇人，自幼酷爱读书，潜心

学习。他毕业于开封市第一师范学校，后在谷营镇

小学任教40年。其间，先后进修于开封师专文科、

河南大学中文系，为自己奠定了扎实的文学基础。

李书民喜爱写作，工作之余，他创作了大量

的文学作品。有诗歌、散文、小说，还有评论文

章及散文理论知识。他的作品，散见于全国

各地报刊。2005年，他的第一本散文集《黄

河帆影》由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散

文集《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由北京团

结出版社出版。

综观李书民的文章，乡

土气息极浓。这与他自幼

出生、成长于黄河岸

边的滩区村庄

不无关系。黄河的水，黄河的风，黄河的浪，

黄河的魂，哺育了他的成长，陪伴着他的生活，

并时时沐浴着他的身心，滋润着他的心灵。使

他对脚下那片土地满怀着殷殷的爱，浸透了深深

的情。他将这份感情注入笔尖，倾尽柔情，写出了

很多优秀而感人的作品。

李书民的作品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他的文

章里，有桐花、芦苇、白杨、岸柳，有黄河滩、牧羊人、

母亲、乡亲……写不尽的家乡事，诉不完的故乡情。

字字行行里，浸润着乡思，张张页页里，满含着乡

愁。那朴素的乡土情怀，透过文字清晰可见，那种

真，那份爱，撼动人心。

最近又读到了李书民的作品《走在故乡的小路

上》。文中写道：“仰望天空，放飞理想……我是一棵

树，永远植根在故乡的小路上。焦桐——兰桐中的

伟丈夫。焦书记亲手把你栽下，从此兰考有了绿

色。白杨，不畏严寒酷暑，笑对风霜雨雪。向着阳

光舒展生命，磨炼出一副钢铁性格。”

多么质朴的情怀，多么炽热的感情！作品

中蕴含乡愁乡韵，不失乡土本真。这一切，

都源于李书民难以忘怀的乡愁，源于他对

家乡的情之切，爱之深。读此诗词，感其

本真，我不禁对李书民的乡土情怀深

为敬佩。

年过八旬的李书民老先生，

如今依然精神矍铄，坚定地

行走在耕耘路上，笔耕

不辍，奋步前进！

□董国宾

上帝瞧了一眼大自然节令交替表，伸指弹了弹春

天拖着的长长的尾巴，又微微拍拍夏天的额头。有节

律的春抽身离去，夏贴身前来了。

夏到了，跟上大自然气象变幻，其色彩由初夏始，一日更比

一日浓稠了加码了。似乎夏天的形状，也随之流动，继而膨胀

起来。竹摇清影幽窗罩，杜鹃花开遍山丽，布谷声声夏令新，万

顷麦香飘万家。这般生动的一幅幅图景，在夏天的门楣晃动出

时令的鲜明。

宋代王安石《初夏即事》云：“石梁茅屋有弯碕，流水溅溅度

两陂。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宋代陆游在《幽居

初夏》中还说：“湖山胜处放翁家，槐柳阴中野径斜。水满有时

观下鹭，草深无处不鸣蛙。”豪情巨诗的一点点一处处，用心读

进去了，便深知初夏堪比明亮春色，同等鲜活的生命色彩和风

骨自会喷薄而出。

初夏每次来到家乡，也都一一应了一幅幅美景图。母亲在

这幅初夏画意中，每年都照例动手去做初夏五色饭。这是家乡

的习俗，寓意吉祥如意。

初夏，菜地青绿的豌豆成熟了，母亲收获回来，用来做五色

饭原料。母亲还用心准备香菇、杏红的胡萝卜、大米、猪瘦肉，

一应俱齐之后，便投入初夏五色饭的操作之中。

母亲将胡萝卜、香菇切丁，猪瘦肉也切丁，用葱姜水浸泡去

腥，然后切丁的猪瘦肉入锅迅速翻炒，接着放入胡萝卜丁和香

菇丁，加入调料略炒盛出。下面，母亲开始淘米，然后加适量入

锅蒸煮。米饭即将熟透，撒入绿珍珠似的洁净的豌豆。大米饭

蒸好，盛入碗中，上面各加一层事先炒好的三色菜，初夏五色饭

母亲便做好了 。

做法虽然简简单单，却是十分诱人的饭。这家乡初夏五色

饭，在初夏熟透的豌豆是主角儿，绿亮亮、嫩鲜鲜，一粒粒浮于

碗上唱响了农民的豪迈与喜气。白花花的大米似乎甘愿做了

配角儿，象征着农民的憨厚勤劳与踏实。色彩红艳的胡萝卜，

给开门迎夏点亮了祥瑞与吉庆。香菇与鲜肉色调各异，举手托

起家乡的多彩生活与祈愿。

在故乡，初夏来临，每年适逢这个迎热的时令，母亲总是施

展巧手，将五色饭做到精致，做到富有观赏性，像极了一幅爱之

不舍的艺术品。五色饭的口味，自然是合口合心的美味了。淘米

不糙、生火不烈的诀窍，一直盘踞在母亲的心思中。本来平淡无

奇的农家饭，母亲硬生生做出特有的好味道来。很小的时候我便

懂得，吃出自母亲之手的初夏五色饭，要坐下来细品，需一口一

口慢慢咀嚼，狼吞虎咽当是丢了此饭的真味。

吃了家乡五色饭，预示夏热在季节的轨道上甩

开了膀子，大自然的心跳在一天滚一天的日子里加

快了。故乡的父老乡亲，也迈开了紧随的脚

步。在老家门前等待成长的我，心中也

装满美好遐想，远远地望向天空。

□石广田

清明时节种下的丝瓜，到了夏天，瓜秧就会

爬满墙头、树梢。它们开出一簇簇金黄色的花

朵，活泼泼的；瓜秧上的卷须结实有力，就算挂上

好几根丝瓜，也坠不下来。

母亲摘下长在低处的嫩丝瓜，削去外皮，切

成薄片，和青辣椒一起爆炒。爽滑微辣的炒丝

瓜，能让我吃上好几个大馒头。有时候，母亲也

会做成鸡蛋炒丝瓜，虽然比辣椒炒丝瓜有营养，

但我总觉得，还是辣椒炒丝瓜吃起来更过瘾。

长在高处的丝瓜，母亲舍不得摘。她说，太

高了够不着，用铁钩子一拽，丝瓜秧就折了，一根

秧就死掉了，怪可惜。还是让它们长着吧，反正

也吃不完。

丝瓜多产，村子里很多人家都会种上几棵。

吃或者不吃，似乎并不重要。邻居大婶就说，城

里人种花又不能吃，这丝瓜花也挺好看，怕是城

里人没地方种吧。他们没这么敞亮的地方……

到了深秋，丝瓜叶枯黄老去，成熟的丝瓜也

从深绿色变成土褐色，水分一天比一天少。母亲

用铁钩把它们拽下来，放到窗台上晾晒。等丝瓜

干透，用菜刀横着一剁两半，黑色的丝瓜籽留作

种子，多丝的丝瓜瓤用来刷锅洗碗。当初母亲不

舍得摘丝瓜的心思，是觉得它们另有大用吧。

前几天，朋友约我到夜市撸串喝啤酒。刚一

到场，他就神秘地对我炫耀：“今天请你吃一道仙

菜，清热解毒，活血利尿。这大热天，好处多着

呢。你肯定没吃过！”

一盘墨绿色的凉拌菜端到桌子上，我用筷子

夹起一根，就着灯光端详了好一阵，总觉得熟悉

却叫不上名字。

“不知道了吧？没吃过吧？你还是不是农村

长大的……”朋友又卖关子又打趣，“这是丝瓜

尖，丝瓜秧的尖。”

“唉，我说咋这么眼熟！”我自嘲地笑了起来，

“咱在村里，谁吃这东西？不苦吗？”

“问啥问，一吃不就知道了。”

放到嘴

里嚼几下，淡淡

的苦味还是透了

出来。我想，这些丝

瓜尖一定在清水里泡了

好长时间，才去掉了太多的

苦味。

“这是一道新菜。”朋友继续

说，“现在的人啊，都讲究了，注意养

生。我觉得，这丝瓜尖哪有炒丝瓜好

吃！”

忽然想起老家院子里的丝瓜秧，它们

在墙头、树梢上盘盘绕绕，自由自在地开

花、结瓜，没有人去掐尖打扰……

“咱县有一个村子，已经把丝瓜种成产业

了，一年四季都种。丝瓜、丝瓜尖、丝瓜饮料啥

都有，据说，一亩地能挣不少钱呢！”

普普通通的丝瓜，能成为一种致富瓜，确实

应该让我另眼相看了。

依靠真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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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人夸颜色好 只留清气满乾坤（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