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审稿：宁煜 责编：刘振华 版式：严立 总检：魏谦 2024年4月7日 星期日

爱莲池

转眼，又到清明，仿佛空气
中都弥漫着思念的味道。

父亲，您离开我们快三年
了。但每当想起您，想起您的音
容笑貌，心还会一次次被揉碎，
一阵阵痛得厉害。

您一辈子都严于律己，宽
以待人。用您的话说就是，做老
实人、办老实事。

您在司机这个岗位上一干
就是三十几年。退休后，在领导
的请求下您又回到了司机的岗
位，开起了交通车。摸了一辈子
方向盘的您，对待车子就像对
待孩子一样，常常一有空就洗
了又洗，抹了又抹。久而久之，
您的双手变得异常粗糙，一到
了冬天，还会皲裂开口子。可
您，常常用创可贴一贴，又不厌
其烦地去洗车、擦车。

有很多人都不能理解，您
的退休工资足可以颐养天年，
何况我们姐弟二人混得并不很
差，这区区几百元的补助，相对
于您如此的工作量来说，实在
是不足挂齿。

有时，我们忍不住劝您以
身体为重，干脆把那份工作辞
了算了。可您，每次都是严肃地
教育我们：“这不是待遇的问
题，我做惯了也喜欢了。人一生
下来就是为了做事的……与其
坐着等死不如发挥余热。”后
来，我才理解，您是发自内心地

热爱这份工作。您倾尽所有，把
自己的热情和精力都献给您所
钟爱的单位。

您自己是这样做的，同时
要求我们姐弟二人也这么做。
记得到单位报到的前一天，您
就对我交代了又交代，说一定
要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专一
行，绝不能干损害企业利益的
事情，绝不能给企业抹黑。这些
年，您总是无时无刻不在用您
那博大的胸怀鼓励我，给我成
长的信心和勇气，让我学会面
对、坚守和刚强。

您的勤劳也深深地感染了
我们。如今，我与弟弟虽算不上
是企业的顶梁柱，但我们都能
如您一样，始终如一在各自平
凡的岗位上奉献自己的青春和
热血。

您是个不善言辞的人。就
连小时候我们获得各项奖励，
您也从不轻易表示赞扬。您只
是爱不释手地摸着那些烫金的
奖状，然后喜滋滋地把它们挂
在墙上最醒目的地方。在您的
眼里，我与弟弟永远都是长不
大的孩子。曾几何时，有什么好
吃的您总是舍不得吃，非得留
到大家都回家了才吃。我三番
五次地对您说，我们年轻的在
外面吃的都是好东西，下次不
要再等了。可您下次依然故我。
曾几何时，要是知道我们中间

有哪个生病或是身体不舒服
了，您都会紧张得坐立不安，即
便半夜都要亲自来看一看。

还记得那年，当迎亲的队
伍已守侯在门外，我披上嫁衣
准备出门的时候，您拉着我的
手，从屋里走向屋外，久久不愿
松开，眼里满是不舍。眼看时辰
将到，您才亲自把我的手放在
我先生的掌心，一脸认真地对
他说：“以后的路还很漫长，你
们要面对的事情还很多。一定
要记住，不管风也好，雨也罢，
你们一定要手牵手并肩走过，
要做到有难同担，有福共享。”
当时，我们热泪盈眶。

当我们遵守着当初对您的
承诺，走过了那一段段最艰难
的岁月，日子开始越过越好时，
您却病了。那一天，我把“光荣
在党50年”的纪念章展现在您
面前时，您已经昏睡在病床上
足足有三个月了。您颤抖地伸
出手，轻轻地抚摸着，嘴里含糊
不清地叨叨。饱受病痛折磨的
您，那双浑浊而无神的眼睛突
然有了多日不见的光芒，眼角
有了泪花。那一刻，您的世界是
清亮的。

在经历过与您的生死离别
后，我们读懂了生命的意义，学
会了感恩和珍惜。

（谢丽英，现供职于国网新
邵县供电公司）

想 起 父 亲
谢丽英

姑妈去世已有好些年了，
我却常常想起她。

其实，我和姑妈只见过两
次面。

刚结婚那几年，常常听到
岳母和妻子提起姑妈。她们异
口同声说姑妈性格耿直，爱管
闲事；说姑妈人长得好看，口才
好，歌也唱得好；说姑妈嫁到了
江西铜鼓后，常常接济家里，铅
笔啊，毛巾啊，衣服啊，钱啊，都
往家里寄。岳母和妻子每次说
到姑妈时，都满脸感激。听得多
了，我心里对这个姑妈也悄悄
滋生了好感。

我第一次见到姑妈，是她
回邵东探亲的时候。姑妈果然
不俗，虽然六十多岁了，却身体
硬朗，精神矍铄，尤其是嗓门
大，说话像打雷。一家人正相互
寒暄问好，姑妈忽然喊我，云
贵，过来一下，姑妈和你说点
事。我心里发毛。说来惭愧，那
几年，常常和妻子为些鸡毛蒜
皮的事吵架，妻子曾扬言要向
姑妈告状，莫非姑妈要当众让
我出丑？

果然，当我在姑妈身边拘
束不安地坐下后，她说：“云贵，
我听说你老是欺负我侄女。你
怎么能这样呢？人心都是肉长
的，如果你的姐妹嫁到外面被
人欺负，你心里会怎么想？”姑
妈声若洪钟，屋里的人都把目
光投向我。

我羞得无地自容，心一横，
来了个竹筒倒豆子。我“倒”的

时候，姑妈静静地听。听完了，
姑妈“呼”地站起，走到我妻子
面前，双眼盯着她，大声说：“新
妹子，云贵说得很在理，看来是
你错了。做媳妇的，要孝敬老
人，婆婆也是娘；要搞好兄弟姐
妹之间的关系，家和万事兴。男
人在外做事辛苦，要体贴。”说
完，又转过头，冲我岳母说：“嫂
子，我看云贵知书达理，人非常
不错。人家的姐妹也是姐妹，人
家的父母也是父母，我经常说
你，不要惯坏了崽女……”

那次姑妈来也匆匆，去也
匆匆。虽然相处时间不长，但她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13年春节，我去了江西，
第二次和姑妈见了面。这时姑
妈已搬到新余。姑妈看到我时，
非常兴奋，嘴里说，云贵能来，
我最高兴了。姑妈有两个女儿
一个儿子，都已成家。我第一次
见到了姑父——一个左脚负过
伤、脸上有道伤疤的慈祥老人。
我还见到了姑父的母亲——一
个快九十岁的老太婆。她坐在
沙发上，双眼一动不动地望着
脚尖，嘴角不时有液体流出。

我们一共去了十几个人，
加上姑妈一家子，能坐满三桌。
呷饭时，我发现客厅只摆了一
张桌子，桌旁只摆了两张椅子，
心里有点纳闷：这么多人怎么
坐？菜上齐了，姑妈走到沙发
旁，弯腰，一只手抄起姑父母亲
的双腿，一只手托住她的背，用
力一挺，直起身子，小心翼翼地

移动脚步，把她放到餐桌旁的
椅子上坐好。然后笑着说：“小
王（姑妈的大女婿）说要去饭店
呷，我不肯。都是自家人，讲么
子排场，就在家里呷，热闹。嫂
子（指我岳母）年纪大，坐着呷，
其他的人都站着呷，前面的人
夹了菜，让后面的人夹，轮流
来，哈哈哈……”姑妈爽朗的笑
声震得屋里的空气“嗡嗡”唱起
了歌。

那顿饭，吃得真的热闹，也
吃得开心。姑妈一直在给婆婆
夹菜，喂饭。站在我旁边的姑父
说：“我老娘病了十几年，都是
你姑妈在照顾。我脚上的伤和
脸上的伤是在部队时留下的，
当初你姑妈不嫌我残废，也不
嫌我丑，硬要嫁给我，嘿嘿，她
真是个大好人，热心人。”

第二次和姑妈见面，也是
我和她最后一次见面。

那年八月，接到姑妈好几
个电话，除了问我母亲的身体
情况，就是叮嘱我不要和妻子
吵架。不久，就听说她得了白血
病。当时，我妻子正生病，俩孩
子也需要照顾，打算等家里情
况好点再去江西看她。没想到
半个月后，噩耗忽然传来。那
天，我正在和客户谈生意，手机
响了。我接通电话，妻子悲伤的
声音响起：姑妈走了。我的手一
抖，手机掉到了地上。我弯腰，
双手在地上乱摸，却怎么也摸
不到手机——眼泪模糊了我的
双眼。

怀 念 姑 妈
申云贵

一上午，为余华的小说《活着》，流了许
多眼泪。但翻完小说的最后一页，内心却平
静了。生活中，各人活着的方式有所不同，
有的人认真地活着，有的人苟且地活着，有
的人快乐地活着，有的人压抑地活着。但不
管怎样，得活着，活着才能体味生活的酸甜
苦辣。

小说主角福贵的一生可以说是悲剧的
一生，出身富裕家庭的他，最后只有一头和
他一样苍老的耕牛陪伴。按说，他早该倒下
了，每一次打击都足够他死一回。可最后，
他觉得自己是幸运的，能够亲手埋葬自己
的亲人，也足可以让自己安心地离去。甚
至，福贵能坐在树荫下平静地叙述自己的
往事，不时地和别人开几句玩笑。

贺拉斯说：“人的幸福要等到最后，在他

生前和葬礼前，无人有权说他幸福。”其实这
也告诉我们，谁都无法预料明天，谁也没有
资格对别人的人生议论。但不管生活怎样，
明天会怎样，我们都应该认真地活着，真诚
地活着。按福贵的话说，做人不能忘记四条：
话不要说错，床不要睡错，门槛不要踏错，口
袋不要摸错。忘记了一条，你的生活就不会
平静，你的内心就会受煎熬。

活着着实不易，酸甜苦辣可能都会品
尝到。有时疑惑，为什么有些人遇到一点挫
折就放弃了生命，有的人遭受了巨大的磨
难也仍然活着？生活中有许多闪亮的星星，
虽然一颗两颗被乌云挡住了，但还有很多
等着我们去发现，去欣赏。

活着，就应该坚强一点，自信一点，这
样才能闲庭漫步、看云卷云舒。

读《活着》有感
曾慕羽

“妈妈，为何男生脖子长叫做‘长颈鹿’，
而女生的长脖子却叫做‘天鹅颈’呢？”

餐桌上，大女儿嚼着一口饭，突然向我
发难。幸好有聪明的小女儿替我解围：“那还
不简单，女生像天鹅一样漂亮优雅呗！”

我默默向小女儿竖起了大拇指。却不
想，大女儿仍不依不饶：“妈妈，如果女生的
脖子短，那我们又该如何评议呢？”我思绪的
长线在脑袋里缠绕了无数圈，最后灵机一
动：“可以说是美脖。”

“美脖，没脖，嗯，果真是妙！妈妈，我为
你点赞！”大女儿开始偷笑。此时娃爸开始插
话：“你可千万要发音准确哦。如果你不小心
念成为第二声，你老妈很有可能根据民法
典之规定，告你侵犯他人名誉权哦！”我一记
白眼飞过去。对于脖子短这个硬伤，我实在
是无能为力。因为在我这里，根本没有能提
起反驳的事实依据，罢了，罢了。

以上便是我家四口的对话日常。我可以
很负责任地说，虽然带娃这条路坑坑洼洼、长
满荆棘，但自从“家法”实行以来，我和娃爸明
显地感觉到，有阳光透过头顶的树叶洒下来。

我们认为，孩子除了健康，品行是最重
要的。而品行，靠口头教育定是达不到效果
的。这一点我和娃爸在孩子幼时就达成了共
识。所以，从大娃懂事开始，我们便常常带着
孩子参加义工活动，去特殊学校给残疾儿童
送温暖，参加敬老活动，走访和帮助困境家
庭学生……我们比较少跟娃娃讲什么大道
理，但耳濡目染中，她们的心里早种下了善
良的种子。记得有一次，我们带着娃娃回乡
下去看望她们的外公外婆。行至半路，想起
要丢个垃圾袋，于是将车停靠在马路边上。
待我找到垃圾桶丢完垃圾上车，发现两个娃
娃不见了。我急得都快哭了，娃爸却在一旁
笑眯眯的，然后示意我看远处。原来，两个娃
娃看到广场上有位保安叔叔正在吃力地收
拾物件，便心照不宣地齐齐下车帮忙去了。
看着她们跑来跑去的快乐身影，刚刚还在准
备落泪的我，呵呵笑出声来。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从两个娃娃学会
洗碗之后，我和娃爸在家几乎很少洗碗。除
此之外，她们的贴身衣物、鞋子、书包等物
件，也是娃娃们自己安排时间清洗干净的。
一开始，我们实施的是值日制。一家四口，一
人一天轮流来干家务。孩子还小，有些事情

做得不到位，卫生打扫不彻底，我和娃爸都
不着急，就让她们慢慢干。记得小女儿刚上
幼儿园时才两岁多点，她的老师向我吐槽，
说娃爸去接孩子的时候，通常要在那里等很
久。孩子整理书包要时间，换鞋子要时间，还
经常将两只鞋子穿错，娃爸也不着急。久而
久之，小女儿的自理能力越来越好。每次出
门，她不仅能自己安排好要带的东西，还会
帮助我们，将我们要穿的鞋子拿出来摆好放
在门口。

如果说孩子还有什么让我和娃爸不够
满意的地方，就是大女儿目前的学习成绩还
不够理想，但好在她各方面的兴趣比较广
泛。大女儿学习葫芦丝的时候，娃爸也购回
一支葫芦丝，并和她约法三章，她在学校学
了什么，再回家原封不动地教给爸爸。所以
她学得特别认真，笔记记得非常详细。学习
拉丁舞的时候，我们对她没有考级的要求，
让她就当作锻炼身体。于是她学得毫无压
力，每天都兴致勃勃地去，意犹未尽地回。美
术和书法呢？她原本并不太喜爱，但因为我
和娃爸三天两天在她身边绘画、练字，她忍
不住凑过来试试，慢慢地也爱上了，甚至带
动了她妹妹学习绘画和书法的兴趣。小女儿
现在周末能自己在家待上一整个上午，坐在
书桌前安静地绘画。每个孩子都有惰性，两
个娃娃平时不太运动，我们便常安排周末出
去跑一跑。跑习惯了，她们有时也能在校运
会中轻松得第一，戴上金牌的那一刻也会开
心到起飞。

和我先生结婚的时候，我们就有约定，
每年都要有一次快乐的旅行。我们的旅行，
从最开始的二人世界，到三口之家，再到四
人成行，队伍在壮大，心情也在变化。而最大
的变化，就是随着孩子的成长，我们将选择
权和决定权交给了孩子。大到去哪儿什么时
候去，小到旅途中的吃穿住行，我们都邀孩
子参与进来，充分考虑孩子的意见。从亚龙
湾热带天堂到龙胜梯田，从青海湖到“大小
七孔”，从岳阳楼到西湖断桥……到处留下
了我们欢快的身影。

（刘顺贞，湖南恒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依“法”带娃
刘顺贞

茶园春色 郑国华 摄

◆六岭杂谈

◆岁月回眸

（上接 2 版） 市水利局班子成
员带队，抽调 15 位水利技术专
家，分 5 个检查工作组，赴全市
开展备汛大检查。全市共排查出
215个安全度汛问题隐患，均现
场下达整改通知单。截至目前，
已整改到位安全隐患180余个。

完善预案演练“一体系”。围
绕近年来防汛工作暴露的问题

与短板，市水利局部署编修各类
防洪度汛方案预案 1000 余套，
并及时予以审查报批。全市各级
水行政主管部门均组建了水利
防汛抢险专家团队，共聘请350
余名专家，配备了100余支水利
防汛专业抢险队伍，并对相关队
伍进行培训演练，进一步提高应
急抢险与抗灾减灾处置能力。

夯实联防联控“一平台”。自
2月中旬开始，各级水行政主管
部门组织技术支撑单位，对全市
300余个山洪灾害易发村的监测
预警设备进行统一维护，同时对
监管系统平台内相关责任人名
单及联系方式予以更新，注重线
上信息联动与线下业务融合，确
保测得出、报得准、指挥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