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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这个充满诗意和情感色彩
的名字，在我心中激起的不仅是对传统
文化的敬仰，更是对家的思念和对国的
热爱。随着年岁的增长，每年的农历五
月初五，我总能深切地体会到这一天不
仅仅是一个节日，而是一种情感的象
征，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缩影，是我
内心深处无法割舍的家国情怀。

记忆中的端午节总是充满了欢声
笑语，家中的老屋弥漫着粽叶的清香，
那是父母辛勤劳作的成果，是对屈原投
江的哀思，也是对家人团聚的期盼。小
时候，我总是迫不及待地帮着包裹粽
子，那糯米、红枣、豆沙、腊肉的馅料在
我手中交织成最诱人的味道。而父亲则
会给我们这些孩子讲述爱国诗人屈原
的故事，让我们从小知晓了这个节日背
后的历史文化，也让我对这位伟大的爱
国诗人心生敬意。

如今，尽管我已远离故乡，生活在
异乡，但每当端午节来临，我总会回家
回到母亲的身边，与亲人共度这个传统
节日，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感受家的温暖。在这个节日里，我们会

一起回忆过去的美好时光，也会一起展
望未来。我珍惜每一次与家人的团聚，
因为我知道，这是长辈最期待的，也是
我最期待的，更是孩子们所希望的。端
午节让我更加珍惜家人，更加感恩亲
人，更加向往美好的生活。

端午节还有着更深远的意义。每当
这个节日来临，我总会想起屈原的故
事。屈原，这位春秋时期楚怀王的大臣，
曾提出过许多爱国的主张，如举贤任
能、富国强兵、力主联齐抗秦，但遭到贵
族们的强烈反对。最终，屈原被流放到
沅、湘流域。然而，在流放中，他写下了
不朽诗篇，如《离骚》《天问》《九歌》，这
些诗篇独具风骨，影响深远。

在这个节日里，人们赛龙舟、吃粽
子、挂艾草、佩戴香囊，这些习俗都富含
深厚的文化内涵。表达对先烈的敬仰、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对民族文化的
热爱。赛龙舟缘于纪念屈原投江殉国，
吃粽子则是为了保护屈原的身体不被
鱼虫侵害，艾草和香囊则寓意着驱邪避
疫，祈求健康平安。

随着时代的发展，端午节的文化内

涵也在不断丰富。它已经成为我国的法
定节假日，也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个传统节日，
积极参与各种庆祝活动，为端午节注入
了新的活力。同时，它也成为对外文化
交流的重要载体。

端午节不仅让我们缅怀历史，更是
唤起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传承。对
我们而言，端午节已不仅仅是一个传统
节日，它是对家的思念，对亲人的感恩，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是对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对伟大祖国的深
情寄托。

（作者曾供职于市疾控中心）

端午节里的家国情怀
杨石清

“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时光滴滴答答，随
着倒计时的归零，全国1342万名考生走进考场追寻梦想，接
受人生也许最重要的一次“成人礼”。

无高考，不青春。
高考，诠释了一种奋斗方式、见证了一种学习成效，是奋

斗青春里最好的模样和记忆。生平第一次这么深切地感受到
高强度竞争的残酷，第一次如此深刻地体会到努力的价值
……无论你承认与否，高考对于人生的重要性都是其他考试
所不能比拟的。尽管“一考定终身”的话语有些夸张，但其被视
作人生的重要分水岭、转折点，也是绝大多数人的客观现实。

在这个惟变不变的时代，各种微妙的变化，在庞大的高考
叙事里一直“暗香浮动”着。但高考承载的丰厚的内涵和内核
却“美人如花在云端”。你看或者不看，她都在那里，总会牵动
着无数人的眺望！

“高考是一个实现人生精彩的省力杠杆，此时是你撬动它
的最佳时机，并且以后你的人生会呈弧线上升”，之所以能让
许多学生泪流满面，同样说明高考对于“丑小鸭变身金凤凰”
在民间有坚强的民意基础和价值导向。

“如果没有上世纪的恢复高考，我也有可能跟我表哥一样，
会是一个建筑工地的一个搬砖的……”著名作家刘震云高考前
是一名民办教师，正是高考这盏明灯，照亮了刘震云的前程，改
变了他的命运，后来他把自己的这段经历写进了小说《塔铺》。

高等教育，它夯实的不仅是年轻人造梦的基础，更有家国
之梦的根本，这无疑就是高考超乎绝伦的“实力担当”和“永远
正义”吧。梦想不是吹吹打打就可实现的，成功更不会唾手可
得，竞争当然残酷，也是真刀真枪的挑战……

“十年寒窗”标记的生活刻度难以磨灭，“焚膏继晷”的经
历也不会在“给往事干杯”中轻易消失，高考是青年们标签式
的永久记忆，会长期储存在脑海里，并不断在某年某月的某一
天掀起涟漪。

高考是一场难以忘怀的青春盛宴,也是一场蓄势待发的追
梦旅程。40多年的高考在改变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航向，也在改
造着更多人的心性。记得在电影《高考1977》的评论区，有影评
写道：为高考而奋斗，远比高考本身伟大得多。“谁人少年不赋
愁”也好，“人生C位不在高考”也罢，在社会多元化和价值追求
多样化的当下，许多青年调整或重建了挫折与逆境评估的坐标
轴，这才是经过高考“成人礼”语境下的成熟的表达。

“改变命运的，不是一张录取通知书，而是那个全力以赴
的自己”。人的一生有许多山峰需要我们去用脚步去丈量，但
高考绝对不是意念中的那座“珠穆朗玛峰”，任何一个人都不
能在获得高考的赏赐后便“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也没有
任何一个人赢得高考便可以赢得人生所有，没有一个人会因
为高考失利从此就“毁掉了所有”……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人
生之路，而起步阶段怎能决定一个人的人生高度呢？

高考是人生的一次磨砺，“高考”和“人生”是两个截然不
同的概念。“如果一个人能不改本心，不放弃朴素的品质，不放
松对知识的累积，不放松对人生的寄托，他就不会被岁月的流
沙埋没，不必有被辜负的担心……”

走过高考，“春风得意”也不能有“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傲
娇；“憋屈失落”也不能有“凄凄惨惨戚戚”的颓废，只有短暂调
整之后重新回到学习生活的正常轨道，重新鼓起人生的风帆，
前面才是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壮丽人生！

无高考，不青春
樊立林

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出鞘试锋芒。又到一年一度的中高
考季，又一届莘莘学子即将为梦想踏上赶考之路，这些莘莘学
子在过往岁月里勤学苦读，无数个日夜的书山题海，无数个日
夜的伏案疾书，都将在六月这至关重要的几天里交上一份决
定未来的答卷。

为了能给广大考生创造更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环境，
我市启动第二十届“爱心送考”大型公益活动。爱心车队再
一次嘹亮地吹响“集结号”，又一次开启那充满温暖的“暖
心”送考模式。一辆辆张贴着“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犹如
灵动的音符穿梭在大街小巷，忙碌地迎来送往一名又一名怀
揣梦想、奔赴考场的考生，让考生们能够全身心投入到考试
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爱心送考，为梦护
航，温暖了整座城市。

在历年的送考路上，上演着一个又一个温馨动人的故事。
一场高考，犹如一根情感的纽带，牵动了无数人的心，也生动
地见证了一场全社会总动员的爱心大汇聚。从农村学校到县
城参加高考的学生们乘坐送考大巴，家长们满怀关切地聚集
在道路两侧，他们有的只是沉默地目送，眼神中满含着无尽的
关切与期待；有的则大声地加油助威，用激昂的声音传递着强
大的力量；有的则忙着拍照留念，试图将这重要的时刻永远留
存。大巴上，那一张张青春飞扬的脸，也写满了对美好未来的
无限期许。

许多高考考点，交警、城管部门精心维护秩序，医护人员、
志愿者们全心全意为考生和家长服务，送考的老师有的身着

“金榜题名”的T恤，有的手捧鲜花，满满的仪式感。爱心助力高
考，凝聚温暖力量，已然成为文明城市建设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有一种关爱叫你在考场，我在等你；有一种关心叫你在考
试，我在陪你。每一次爱心助力都承载着社会各界对莘莘学子
的美好祝福与殷切希望，每一次送考都承载着人们向善向美
的精神追求和深厚的家国情怀。

爱心助力高考
凝聚温暖力量

桂教树

又到儿童节，在这个属于儿童的节
日里，成人社会该思考并做些什么呢？

记得曾在网上看到某市中心小学一
名同学写给市教育局长的一封“吐槽”的
信，反映该校为了在“六一”竞赛中获得
好名次，老师几乎每天都安排学生排练
节目，将儿童节变成大人们“挣面子”的
机会。童言无忌，这名小学生的吐槽，恰
恰反映了成人世界习焉不察的做法。曾
几何时，很多地方习惯于用开大会请领
导讲话、排练节目搞文艺汇演等各种比
赛等形式，来庆贺儿童的节日。但这类成
人化的做法其实未必适合儿童。

相传，一次孔子带弟子去泰山，在
一个村口被小孩子挡住去路。赶车的子
路与小孩子争执起来，双方都指责对方

“不懂礼貌”。当孔子下车询问时，小孩
指着不远处自己用泥巴筑造的一座“城
池”说：“前面有一座城池，是车子绕过
城走呢，还是城为车子让路呢？”孔子深

受触动，真诚地向小孩道歉，并让子路
小心驾车绕过“城池”。

显然，孔子十分尊重孩子的个性与
选择。但目睹这座由小孩设计创造的

“城池”，虽然非常小，但庄严的城楼、整
齐的布局，无不凝聚着孩子丰富的想象
力，孕育着孩子的奇思妙想。孔子更懂
得，孩子这种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与探
索精神，尤其值得呵护。

然而现实中，有的老师、家长却习
惯于为孩子设计成长蓝图、准备标准答
案，牵着孩子往自己设定的方向走。结
果走得远了，逐渐忽略了孩子们心中的
独特的个性，反倒让孩子们变得脆弱、
平庸，甚至影响到个体的健康成长。为
此，一位家长曾这样感慨：“与其说妈妈
希望你成为那样的人，不如说妈妈希望
你能和妈妈相互勉励，帮助对方成为那
样的人。”看来，尊重孩子、在陪伴中共
同成长，才是正确的选项。

儿童节的内涵应是呼吁全社会保
护儿童权益，其庆祝的方式应五彩斑
斓、阳光灿烂。但在有些地方和部门，儿
童节却搞成了成人本位而非儿童本位，
没有把儿童当成儿童节的主体，忽视了
儿童的真正需求。一些学校热衷用儿童
活动的规模和形式显示其办学成效，一
些教育部门习惯通过行政化的活动体
现对儿童的“关心”。这些活动，看得见
成人世界的规则，看不见儿童的权利。

丰满的心灵离不开自由生长，完善
的人格仰赖于良性塑造。儿童究竟需要
什么样的儿童节？据调查发现，儿童对
活动最主要的要求，一是快乐，二是自
主。快乐与自主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儿
童的活动就要充分体现出儿童的自主
性。把儿童节还给儿童，就是将快乐和
自由放在儿童的手心，他们自会在绽放
中彰显个性，拥抱阳光，快乐成长。

当然，儿童毕竟尚未成年，不具备
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作为成年人，在
尊重和满足儿童需求的总前提下，适当
地参与而不干预，为他们提供一定的安
全保护与引导则是很必要的。

(作者系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退休干
部)

把儿童节还给儿童
刘克勤

每一次看到有孩子投水、跳楼、闹
失踪的报道，不由得深深惋惜、痛心。是
如今的孩子变得脆弱了吗？还是孩子的
三观出了偏差？其实最重要的答案也许
只有一个：父母长辈过高的期待造成的
过分溺爱，导致孩子的成长出了问题。

比如，孩子因为不做作业或者表
现不好被罚站、批评甚至打手板，或者
上体育课、实践课孩子不小心受了伤，
一些家长就大为光火，就要投诉老师，
造成老师教学无所适从，不敢管，不敢
上体育课，不敢带学生走出校外参加
社会实践活动，不敢批评学生更别提
罚站打手板，以致我们的教育深陷误

区。因为太多的家长见不得自己孩子
受“委屈”。在父母家长影响下，我们的
孩子自然变得脆弱，不能受半点委屈，
面对一时的挫折，怎能鼓起继续生活
的勇气？

因此，要从根本上使孩子健康成
长、快乐向阳，唯一的选择就是父母家
长改变自己。父母家长必须从痛改溺爱
入手，放手让孩子从小历经苦难、磨练，
更多感受忆苦思甜式教育。吃得普通一

点，少给穿名牌，上学放学尽量减少开
车接送频次，上大学扣紧点费用，多鼓
励孩子参加社会实践和勤工俭学，利用
节假日更多地带孩子走进田间地头感
受劳动的艰辛，经常探望爷爷奶奶，亲
手抚摸老一辈开裂的手掌和布满皱纹
的脸颊。要让孩子亲近贴近“穷山恶
水”，明白一粥一饭都来之不易。

衷心希望所有的孩子健康快乐成
长，如花儿一般自然绽放！

莫让溺爱毁了孩子
简陈贤

情留山水中 刘人岛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