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刊7
2020年 11月 4 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孙丽翠

新闻热线 0319-6861364 E-mail：nqb1211@126.com

儿子三周岁了，刚刚上幼儿园。

这是他出生后第一次离开家、接触

社会。虽然只是幼儿园这个小圈子，

但是我的内心充满不安与焦虑，担

心孩子在学校吃不好饭，老师或小

朋友不喜欢他等等。总之，我的心

里一百个不放心，每天期待着老师

发来孩子在学校的照片，或者找机
会询问老师孩子在学校的情况。

昨天晚上，忙碌了一天后，我

很疲惫，早早躺在床上休息。孩子

本来和老公在客厅玩，玩了一会儿

进卧室找我，却瞬间被窗台上的小

台历吸引了过去。他很想拿下来玩，

但是两个装玩具的箱子挡在窗前，

儿子隔着箱子试了试，够不到台历。

他又试图踩到箱子上，发现不太牢

稳，就从箱子上下来了。

看他这么艰难，又担心会碰到

他，我就打算去帮他拿一下。我还

没起身，却见他弓着身子，吃力地

挪走了那两个箱子，然后伸起小胳
膊，无奈还是没够到那本台历。我

来了兴趣，想看看儿子还能想到什

么办法，于是，我靠在床上仔细观

察。这时，听到他自言自语：“我

去搬个凳子来。”听他这么说，我

“噗嗤”一声笑了出来，看来他自己
还挺会想办法。之后，就见儿子搬

来凳子，小心翼翼地踩到上面，踮

起脚尖，最终拿到了自己想要的台

历。
孩子高高兴兴地去旁边玩了，

我却陷入了沉思。

孩子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

遇到事情会有他们自己解决问题的
办法，他们也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

力获得成功。但是很多时候，父母

总觉得孩子还小，认为他们这不会

那不会，不敢放手让他们去做。

孩子学走路，想要自己往前迈步，

大人却生怕孩子跌着碰着，不给孩

子尝试的机会；孩子想要自己学吃

饭，大人又怕他们打翻了碗，弄脏

了衣服，宁可大人一勺一勺喂；孩

子上学了，想要独立完成一件事，

大人又在旁边说：“你还小，自己

不行，我来帮你弄”。

孩子稍大点，父母想要孩子自

己动手了，却发现孩子遇到问题不

想办法，不愿意动手，老是依靠大

人。这时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就会抱
怨：怎么长这么大了，一点儿也不

懂得为大人分担。殊不知，这些都

是我们一手造成的。

其实，孩子解决问题和适应环
境的能力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就

好像，儿子上了一个月幼儿园之后，

我发现他和老师同学相处愉快，从

刚入学时让老师喂饭到如今自己吃
饭，甚至回家后自己脱袜子和鞋子，

摆放整齐。而在这之前，我总认为

他做不了而帮他代劳。

孩子的潜能无限，在于我们怎

样客观的认识。生活中，父母应该

相信孩子，多给孩子施展能力的机

会，这样既能让孩子在自己的努力
中体会到成功的喜悦，更能培养他
们积极乐观的心态，进而在今后的

生活和工作中，愿意去接受更多的
挑战，永不退缩。

不要低估孩子的能力
刘娟

大概在明朝，獐貘一带的人们

路路续续从山西大槐树下搬到这里，

在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这里山场

广阔，树木茂盛。初到这里的人们
很快适应了这里的一切。开始了他

们的农田生活，开始抢站地块。来

的早的人站的山坡树木及多又好。

来的晚的就只能在偏僻的地方站点
剩下的孬地了。常言说：马聚百日

有恩，人聚百日有仇。这话一点也

不假。

 由于这种不合理的圈站， 年
长日久就形成了矛盾。没站到的、

站的少的、地方孬的等等。经常发

生为争地打架，闹事的事情。为这

事还不断打死人命。这里有威望的

长辈们经常出面磨嘴皮子、调解，

想了很多说和的办法。

 獐貘村有一个叫房聚德的人，

他从山西搬到这里早，不贪偏意、

为人厚道、说话讲理，十里八乡的
人都敬佩他。他经常为这一带的人

调解矛盾纠纷。为了和解这里人们
的矛盾想起用山杏仁做饭让邻里们

聚在一起吃饭来化解两家怨气的办
法。他说：山杏仁。多好听的名字，

吃了是让人高兴的意思，利用它找

个场合坐在一起吃杏仁（兴人）饭

各自的怨恨都会化解。把吃杏仁饭

当作说和矛盾的办法传了下来。

 从那以后，房聚德不管去那里

解决纠纷都安排双方互摊东西，张

家拿出杏仁、南瓜、罗卜条。李家

拿出玉米糁、豆角、米豆等食物。

同做一锅饭。围在一起吃饭，张家

吃了李家的食物，不说话了。李家

吃了张家的东西嘴也短了，饭吃完

了，两家坐在一起，各自检查自己

的缺点，商量解决办法。房聚德不

用说话矛盾就化解了。

 现在这里的人每封结婚生子、

走串亲戚、邻里想聚把杏仁饭当作
盛情照待客人的美食奉献给亲朋好

友。沿续到现在，这里的人们把吃
杏仁饭办成了别具一格的饮食文化。

 村里几个妇女一起，一个人心

血来潮说：今天做杏仁饭吧。在坐

的都跑回家里，有拿南瓜的、有拿

荙土豆的、有拿豆角和君 的。还有

拿玉米糁、米豆和花生豆的，把端

楜 楜来的杏 ，在大街上开始砸杏 ，

拣出杏仁石碾子上碾碎成粉。开始

在柴禾大铁锅里做起了杏仁饭。锅

里放二十几种食物。做上一大锅全

村人都来吃。真是：一锅杏仁饭，

全村都帮忙。隔三插五全村人吃一

顿杏仁饭“大食堂”。

杏仁饭的由来
讲述：霍刘根 整理：霍建堂  

时光在这里凝聚，岁月在这里

沉淀。2020 年 10 月 31 日，我作为
河北省中医医院医联体代表，有幸

走进这座古老而又崭新的中医院，

参观刚刚落成的河北省中医院院史

馆。

 河北省中医院院史馆，始建于

2018 年上半年，经过两年多的建

设，已初见规模。她位于综合病房

楼 2 楼中厅，占地 360 平方米，展

线长度 170 米，图片 554 张，文物

文件 173 件，配以声光电等现代化
手段，真实地记载了河北省中医院

从 1958 年到 2020 年 62 年的历史改
革，重点描述了，1970 年 11 月，

6.26 门诊部到 2020 年 50 年的发展
历程，完美的呈现了燕赵杏林一脉

的传承与发展。

 往事如烟。伫立在院史馆内，

我望着一张张发黄的照片，一件件

翔实的物品，勾起了我对河北省中

医院的点点滴滴，以及那早已过去
的人和事。

 中医界有句俗语，天下中医是
一家。上世纪 90年代中期，全国中

医医疗机构实行等级评审制度。内
丘县作为扁鹊行医的故地，自然而

然的被列为邢台市首家评审单位。

那时候，我们医院才成立 10 年，无

论基础设施，还是科室建设，与二

甲标准相差甚远，创建工作更是没
有头绪，不知道从何抓起。这时候
我想起了《中国中医药报》对河北

省中医院的报道。
 时任河北省中医院院长李恩复

教授，是著名的胃肠病专家，在全

省中医界有很高的知名度。他听了

我们的来意，热情的接待我们，毫

无保留介绍了创建三甲的经验，并

带我们去科室参观。他说，常常在

《中国中医药报》看到内丘的消息，

所以对扁鹊行医之地特别向往。当

时，我真切的感到了媒体的力量，

是 《中国中医药报》拉近了我们之
间的距离。

 从石家庄归来，我们借鉴了省
中医院的经验，并从本地实际出发，

经过 18个月的艰苦创建，1995 年终

于成为邢台市首家二甲中医院。

如今，25 年过去，弹指一挥

间。河北省中医院始终成是全省中
医系统的旗帜。前几年，牵头成立
了河北省中医医联体，从医院文化、

专科建设、学术交流等多方面给市
县中医院以帮扶指导，对河北建设

中医药强省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河北省中医院院史馆的落成，

给其他中医医疗机构树立了榜样。

相信燕赵中医药文化之花在十四五

期间，开放的必将更加绚丽多姿。

院史馆外的故事
赵永生

泜放眼邢襄美景多， 河杨曳舞婆娑。

叶飞曲涧千舟现，鸭戏溅珠一水波。

昂首长天云漫卷，回眸画彩染金涡。

结朋百里秋光踏，览胜归来已醉酡。

泜河秋韵
马永红

哪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孩

子？可是孩子常常因为任性让
我难堪和头疼。

女儿三、四岁时，有一次

我们去串亲戚。在街上走着，

我忘记是为了什么事，她嘟囔

着小嘴一路不高兴。我很生

气，就吵她：“你就不能高兴
点，快走！”她不但不听，还

一屁股坐下来不走了。从对面

走过来两个小伙子，还责怪我

脾气太坏。我气的拉起女儿就
走，也不再和她说话。

总以为孩子的任性是性格
原因，其实不然，有时候任性

也很可爱呢！

有一次，我带着女儿出去

玩，女儿渴了，给她买饮料的

时候，她让我帮她把外面的那
一层皮撕了，我说你为什么就

这么麻烦呢！在汽车上我不愿

意让她喝，怕她把饮料洒在汽

车上。她非要喝，喝了没几

口，又在那里撕起了饮料瓶外
面的那层塑料皮。我心不在焉

地问了她一句话，你为什么要
撕掉那个皮？你让我把垃圾往

哪里放！她说，我看不到里面
还有多少饮料。这稚嫩的话，

让我一惊，这个理由是我没想

到的。原来，她小小的年纪，

是要从简单中寻找她要的答
案。

孩子还小，长得快，我给

她买鞋的时候，总是稍微大一

点。女儿在穿鞋时，总是分不

清左右脚，老是穿反了。我心

里想，你怎么这么笨呢！我没

有好气，想帮她换换，她还不

让。我说你为什么把鞋穿反

了，她告诉我———这样鞋子不
会掉。我几乎倒噎了一口凉

气，无话可说。

我给她换好了鞋子，轻轻

把她抱在怀里，眼睛湿润了。

我发现她比以前可爱多了，我

给她梳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小辫
子，背上了小书包，我感觉天

格外的蓝，空气清新了许多。

她一路问我，妈妈我现在长大

了多好。我回答着———孩子，

等你长大了，你就知道现在的

你是多么的幸福！

很多时候，孩子的任性是

因为好奇，作为家长，一定要

弄清楚孩子的意图，多点耐心

和细心，呵护孩子的好奇心。

孩子任性也可爱
张雪敏

柿子树
果子

渐渐长熟了

成熟的果子，就像

挂在树梢的

一盏盏红灯笼！

叶子，慢慢变老了。

枯老的叶子，好似

系在枝头的

一条条红飘绫！

火炬树
秋日时光，浸染了

路边那一片火炬树。

穗子红了，

叶子也红了。

风中摇曳的火炬树，

宛若团团火焰
不停地跳跃、滚动。

黄 栌

人们都把你叫作黄栌，

那只是个习惯性称呼。

每年暮秋，你都会

像变戏法似的
先染一枝金黄，

随后
就一点点的

演变成了红叶子树！

红 枫
红，

烙进你的名字；

红，

原是你的本色。

从春天长出新叶
历夏、经秋，

始终渲染一种颜泽。

如今
即将走到秋的尽头，

而你，依旧
初心不改，叶红如火！

暮秋的红叶子树
张集中

乡情乡韵

时光流逝

孩童时代

中丘诗行

成长路上

胸藏博爱志方存，诚信结缘可慰君。

捐骨牵情寄祈愿，泽霖滴血救芳魂。

敢为使者蕊添艳，不负白衣向本真。

仁义善行成典范，杏林春早化冰心。

致敬李晓蕾
造血干细包捐献者县中医院医生李晓蕾

马永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