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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前的雨淅淅沥沥，下了一夜。雨敲打着窗
棂，叮叮当当，杂乱得令人心慌。好不容易合上眼，
您就走进了我的梦乡。您和生前一模一样，目光和
语气还是那么温和，充满了慈祥和怜爱。

梦境里，您缓缓地走到我面前，告诫我说：“对
孩子要多点关心，天气开始变热了，温度上升得很
快，要给孩子换一床小一点的被子。你的妈妈年纪
大了，性格急躁，要对她多点宽容，没事的时候多
陪陪她，任她怎么唠叨都不要顶嘴。你自己也不小
了，要懂得心疼自己，按时吃饭，坚持锻炼。”

那一年，我面临着最艰难的选择，要么复读，
要么就业。当时，不知是自己太幼稚，还是自己再
没有经历失败的勇气，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就业。
您也没有反对，默默为我办好了所有招工的手续，
告诫我，要学会低调做人，勤恳做事，要相信自己，
是金子放到哪里都会发光的。那些年，我经历过很
多的岗位，当过描图员、资料员，也干过清洁工、门
卫，甚至还当过营业班班长、办公室主任。工种换
刀把一样，可换来换去，终究因为身份的原因，任
凭自己再怎么努力，最终也成不了金子，更谈不上
发出多么耀眼的光芒。再后来，工作和生活中的很
多事情都让自己感到既无力又无助。于是，原有的
雄心壮志在时间的餐桌上越放越凉，最后成了一
杯难以下咽的苦咖啡。

我开始变得越来越孤独。大多数时候，我不愿
意亲近别人，也不愿意别人走近自己，总是选择一
个人，一个人跳舞、一个人听音乐、一个人旅行、一
个人漫步。只有自己心里最清楚，自己披着的，不
过是一副看似坚固实则不堪一击的盔甲。您看在
眼里，痛在心里。

看我既要工作又要带孩子，您主动帮我把孩
子喂得白白胖胖，直到送进幼儿园。您隔三差五就
会走进我的厨房，看冰箱里是否还有菜，试试菜刀
是否还锋利，然后细心地把我的冰箱塞满，把我的
菜刀磨快。见我总是一个人，生怕我有什么事，您
有事没事都会打来电话，想从我的声音里辨别我
的喜怒哀乐。

成家后，尽管我节衣缩食，不敢乱花一分钱，
但我那点微薄的收入还是无法满足家里的日常开
销。每次来我家，您都会问我还有钱用吗？我总是
故作轻松地回答，还有。您最懂我，知道我自尊心
很强，过得再不如意也绝不会和家里人说的，您就

包揽了孩子的奶粉。刚开始，我是拒绝的，我为自
己还用您的钱感到羞愧。那一次，难得见到一向不
善言辞的您那般严肃地对我说，无论什么时候，在
您的心里，我都是您那个最骄傲的公主。只这一
句，足以让我泪流满面。

后来，随着孩子一点点长大，我也渐渐变得成
熟。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那个状态，对不起孩子，
更对不起日渐苍老的您。醒悟后，我慢慢地从那个
紧紧包裹着自己的盔甲里走了出来，就像重新活
过一回一样，努力将过去的自己封存起来，轻易不
去触碰。我的内心变得越来越柔软，开始学会感
恩，懂得奉献，努力为企业贡献自己所有的智慧，
尽量为孩子营造一个温暖的成长环境。

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您看着我脸上越
来越有光泽，每天将自己收拾得大方得体，不止一
次微笑着对我说，这下您可以放心了。原本以为，
我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陪伴在您的身边。您养我
小，我陪您老。没想到，最后陪伴您的时光大多是
在医院度过。整整4个多月，您两进两出重症监护
室，凭着对生命的强烈渴望和对亲人的无限留恋，
与病魔作着无数次顽强的抗争，也一次次逃过了
死神的魔掌。那100多天里，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
从生到死会如此艰难又如此容易，那种煎熬至今
让我想起来都会揪心地痛。

随着病情越来越严重，所有的药物对您已经
没有任何作用。医生再一次委婉地劝我们要尊重
事实，直面现实，让我们能保持您最后的尊严。我
和弟弟一路含泪，把您带到家乡。清醒的时候，您
反复忆起家乡的山山水水和父老乡亲，我们知道，
您对那一方土地始终怀有深深的眷恋。

您临走的前一刻，我仿佛有先知先觉，那一刻
心又痛得厉害，眼泪不由自主地就溢满眼眶。我强
忍着内心的痛，为您理了头发，剃了胡须，擦洗了
身子，换上了干净的衣服。等把您收拾得妥妥帖帖
的时候，您突然睁开了眼睛，浑浊的眼睛变得清
澈，一直没有动弹的手缓缓地伸到我面前。我连忙
握着您的手。只见您的嘴唇颤抖着，想对我说点什
么，可终究还是说不出来。从您的眼神，我能看懂，
您希望我们都好好的。

仔细算来，您离开我们已一年零七个月，我们
还是抑制不住地想您。

（谢丽英，任职于国网新邵县供电公司）

有一种思念叫清明
谢丽英

一、活动目的
为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关心下

一代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
神，以及中办、国办《关于加强新时代关心
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工作的意见》和省委、
省政府“两办”《关于加强新时代关心下一
代工作委员会工作的实施意见》精神，进
一步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培养青少
年全面发展，形成全社会共同关注关心下
一代工作的浓厚氛围，本报特与邵阳市关
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举办“关心下一
代，教育好孩子”有奖征文活动。

二、征文内容
1.引导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努

力成才的家庭教育或课堂教育故事；
2.加强青少年身心健康教育、法制

教育和权益保护，优化青少年健康成长
环境等的好经验、好做法；

3.各级关工委、各单位、各学校以及
“五老”在关心下一代工作中涌现出的典
型人物、典型事迹等。

征文体裁不限，以纪实性散文、理
论、体会、经验、言论为主，字数1500 字

以内，内容需真实、生动，主题积极健康
向上，弘扬正能量。

作品须为署名作者原创，严禁抄袭，
文责自负。

三、投稿方式及截止日期
作品请以电子版方式发送至邮箱：

2628858621@qq.com，并在邮件主题中
注明“关心下一代，教育好孩子”字样。来
稿请注明作者姓名、单位、联系电话。

征文活动从即日起至今年年底截
止。

四、奖项设置
征文活动结束后，将于2024年1月

份组织相关部门领导和教育专家对征文
进行评选和颁奖。评选环节将在“云邵
阳”设置征文网上投票系统，网上投票情
况作为评奖参考。

征文设一等奖1名，奖金2000元；二
等奖 2 名，奖金各 1000 元；三等奖 6 名，
奖金各500元；优秀奖10名。同时给获奖
作者颁发获奖证书。

邵阳日报社
2023年3月31日

“关心下一代，教育好孩子”
有奖征文启事

“惩戒”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成年人
都很难接受，何况孩子。从字面上解释，

“惩”是处罚的意思，“戒”是使警醒而不犯
错误的意思。旧时代私塾先生对学生实行
体罚的木板就叫“戒尺”。学生背不出书或
犯了错误，先生就用戒尺打手板或屁股，
以示“惩戒”。实行新式教育制度以后，“戒
尺”就远离学生而去。

我反对体罚孩子，也反对溺爱孩
子，但我赞成对犯了错误的孩子给予适
当的惩戒，把爱注入惩戒，让孩子从惩
戒中体会到关爱，从而改正错误。我把
这种惩戒叫做“爱的惩戒”，简称“爱
惩”。我给大家讲一个曾经发生在我家
里的“爱惩”故事。

我只有一个女孩，孩子小时候聪慧
可爱。读小学三年级前，期中期末考试基
本上都是“双百分”。每次考试后，孩子都
会高高兴兴地回家报喜，我们也回报小
小的奖励。但有一次放假了，孩子还没给
我们报喜。我们有点奇怪，问孩子“为什
么”。孩子低着头轻轻地说：“老师还没公
布成绩。”有一天，我们在大院门口碰到

了孩子的小同学。她告诉我们说：“考试
成绩公布两天了，珊子只考了89分。”孩
子妈妈很生气，问题很“严重”。回到家
里，孩子妈妈拿起“家法”——一把笤帚
就抽孩子的屁股。孩子不明白，哭着问妈
妈：“为什么打我？”妈妈问：“你这次考了
多少分，为什么不报告？”孩子知道瞒不
住了，老老实实说：“只考了89分，怕你
打。”妈妈说：“这次打你，不是为了你只
考了89分。这次没考好，可以下次考好。
打的是你不诚实，报喜不报忧。你要永远
记住，诚实比分数重要，要做一个诚实的
人。”孩子含着眼泪，默默地接受了打屁
股的“惩戒”。

后来，她也慢慢地明白了妈妈是爱
她才打她，是为了让她成为一个诚实的
人才打她，“爱之深则责之切”。据我对孩
子的跟踪观察和了解，从那以后直到现
在，孩子没有说过谎话假话。

教育孩子需要爱，同样需要惩戒。对
孩子实施爱和惩戒相结合的教育，能够
收到很好的效果。

（李晓红，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给孩子以“爱的惩戒”
李晓红

◆岁月回眸

牧 歌 罗哲明 摄

又是一年芳草绿，又是一季百花香。你看，春
日的阳光多么和煦，空气多么清新。春日里莺飞草
长，万物吐芳；春天里鱼跃蛙鸣，鸟啼蜂忙。总之，
春日里百般美好，春天里万事皆欢。

我们踏春郊游，把春光采回家，把愉悦塞满
筐。那漫山遍野，满目葱茏，美不胜收。除了能看到
胜景，更能采到山菜野果。

最受人喜爱的当属水密花。水密花粑粑是人
们案头上的美食。除了水密花粑粑，如今农村还有
蒿子粑粑、艾叶粑粑。但既可上茅舍，又可登厅堂
的当数椿芽。记得若干年前，隆回等地的农户每到
椿树发芽，就四处采摘。一些经销商发现了其中的
商机，于是他们乘坐飞机，将椿芽贩到北上广等大
城市去高价卖出。隆回一通讯员据此采写一稿，此
稿后被评为全省好新闻一等奖。

之外，还有“野菜之王”蕨菜，可制成许多美味

佳肴的春笋……
春雷动，春潮涌，嫩绿的大地披上了新装。春

雷给人们送来一种特殊的美味，那就是地衣，俗称
“雷公屎”。地衣喜雨，一阵雷雨过后，它随风潜入
夜。清晨醒来，发现漫天盖地，都是地衣。将它洗濯
干净，拌些酸菜，别有一番风味。

“晨烹山蔬美，午漱石泉洁。”野菜是大自然的馈
赠。每年春日里，我都会邀上好友，踏着明媚的春光
而去，披着多彩的春光而归。一路欢歌，一路惊喜。

清明时节雨纷纷。这不，刚才还是春风万里，
霞光千丈，突然间，就淅淅沥沥下起了春雨。好在
大家早有准备，雨伞雨衣齐备，淋着雨游兴更浓，
继续忙着各自的采摘，竹筐里盛满了喜悦的收获。

雨水打湿了我的诗笺和画卷，但春雨浇灭不
了我的诗情和画意。

（卢学义，曾任邵阳日报社主任记者）

我把春光采回家
卢学义

◆故土珍藏

我年届九十，近两年来因身体不好，文
学创作已搁笔了。近因有关领导关心，访谈
时，谈及创作，很是感动，现将访谈内容记
之一二。

不久前，市文联的同志打来电话，问我
身体情况，说是省作家协会领导要来看望，
方便吗？我一怔，看我？不值得，免了吧。对
方说，你的作品在省内外还是有影响的，这
是领导对老作家的关心，同时也是来听听
基层的同志对作协工作的意见，可以吧？我
一想，恭敬不如从命，那就来吧。

约定的那天，上午 10 时，在市文联领
导陪同下，从长沙来邵阳调研的省作家协
会胡革平书记一行，第一站便来到寒舍。寒
暄坐定后，他笑容满面地说，看到你很高
兴，我们随意谈谈吧。

我说，老了，已两年不搞创作了。
他说，你的文学创作在省内外都有

影响。
我说过奖了，我写的都是巴掌大一点

的小文章，没有影响。
他说短文好，只要紧贴新时代，贴近生

活，读者喜欢。
谈话间，我拿出去年出版的《新时代英

雄赞歌》，其间收录了我几篇短文，也算是
代表作吧。

一是《雪的怀念》，那是曾经发表在国
家核心期刊《中外交流》月刊上的一篇散
文；另一篇是《山门之风》，曾经分别发表在

《中国文学》英文季刊和法文季刊上，都是
旧作。胡书记边看边说，只要贴近生活现
实，有创意，写出新意就好。在一旁的市文
联领导也说，刘志坚老师写的多是邵阳的
风土人情，我们念书时就经常读他的书，读
起来很亲切，尤其是《宝庆风情录》《邵阳
赋》等，很多邵阳人都喜欢读。

他们的话，让我欣慰而感动。
在问及我的家庭和生活情况时，我爱

人插嘴道：三个女儿都在工作，三个外孙
女，两个在读研究生，一个还小在读本科。

胡书记听后，赞道：你们家读书的氛围
好，我们的未来在年轻人，年轻人学习好、
有追求，我们的事业才能代代相传。

半个小时的谈话很快结束。我想，作协
领导如此深入基层、关爱作家，我们的文学
创作一定会更加繁荣昌盛，文学事业的发
展也将迎来新的春天。

（刘志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受 访 记
刘志坚

◆六岭杂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