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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暖阳慵懒地辉映着静静流
淌的资江。江面碧波粼粼，流光溢彩。
雾气薄如轻纱，飘飘渺渺。此刻，我倚
靠着玉带桥栏杆，极目远眺：江水宛
如一条流动的绿色飘带蜿蜒向前，蓝
天白云，流水汩汩，波光云影，水天焕
彩。水鸟在清流中觅食，鱼虾在礁石
间穿梭，鹅鸭在浅滩上欢叫，渔人在
深潭边垂钓……耳遇目得，一派天然
画卷，可观可品。

倏地，一条小舟映入我的眼帘。
舟上一人撑竹篙，一人拿捞兜不停打
捞。小舟逆流而上，撑过东塔、农贸市
场，驶近了玉带桥。我俯视，只见船舱
里堆了大半舱垃圾，散发着阵阵腥味
……舟上还有两个半人高的竹篓以
及打捞工具。两位清洁工五十开外，
戴着斗篷，穿着黄马甲，脸上镌刻着
河风掠扫的皱纹。我下到码头，扬了
扬手。小舟泊岸，我和他们开始了交
谈。年长的叫邓球桂，年轻的叫邓红
武，他们的家就在资江河边。

邓红武告诉我，他们 2017 年 10
月应聘为清洁工后，两人每天8时开
始清理河道，驾着小舟从下游青安堰
逆水出发，一人撑篙，一人拿捞兜，在
河道中来回穿梭，打捞漂浮在水面的
垃圾。船舱满了，就把垃圾装进竹篓，
挑着倒进岸边的垃圾箱。每天少则3
担，多时达到5担。

这时，远处有一个穿黄马甲的人
正在堤岸上俯身捡垃圾。邓红武瞧见
我疑惑的眼神，补充说，他叫胡金民，
负责清理两岸的垃圾，我们这个工段
共有3人，负责从云山大桥至青安堰
约 4000 米河道的清理保洁工作。是

呀，正是他们不怕累不怕脏，才有这
满江碧水清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在武冈师
范求学。学校紧靠资江，河边有个青条
石码头。每天傍晚，同学们端着脸盆，
下到码头洗衣濯足，会水的同学甚至
瞒着老师下河游泳。那时资江的水真
清呀，清得可以望见江底的砂石；资江
的水真绿呀，绿得像一块晶莹的翡翠。
转眼到了九十年代，我在武师附小任
教，每天步行去学校上班时都会经过
玉带桥，眼见的是造纸厂排放的红水、
制药厂排放的黑水，以及豆腐加工作
坊排放的污水等，统统流进了资江。农
贸市场的烂菜叶，居民的生活垃圾也
纷纷倾倒进河道里。资江水变黑变臭
了，鱼虾变少了，人们不再下河洗衣洗
菜，不敢下河游泳。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提出“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见。武冈市
委、市政府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号
召，高度重视资江河道的治理工作。
2009年11月，武冈市污水处理厂正式
运行，日平均处理污水量3万立方米。
2022年，武冈第二污水处理厂建成，日
平均处理污水量5万立方米。如今，资
江水变清了，变得清澈透明、光彩照人。

江河是大地的血脉，哺育生命，
滋养万物。有了河流，大地才有活力，
充满生机。如今的资江武冈河段重现
了靓丽的容颜，两岸绿树成行，蓊蓊
郁郁。塔影、桥洞、高楼、亭台倒映在
河水中，就像一个五彩缤纷的童话世
界。一江碧水，日夜欢歌，歌唱绿水青
山，歌唱我们的幸福生活。
（夏太锋，武冈人，湖南省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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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斌，绥宁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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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 1 日起，《中华
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
正式开始实施。

家庭教育说起来很“高大
上”，其实并不复杂。孩子在某种
程度上是父母的“模子”，父母在
生活中时时刻刻以自己的言传
身教来教育孩子，以家风家教家
规来引导孩子，这是春风化雨、
潜移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
中，重在父母自身的修养和实
践。当然，孩子成长过程中，也会
出现一些不可预料的突发状况，
这就需要父母及时发现，采取适
合的举措来应对，最终让孩子健
康地成长。

有人说，青少年是人生中
心理上遭遇狂风暴雨般冲击的
一个特殊时期。最为显著的标志是——
青少年开始拥有一些“秘密”。此时，作为
家长，冷静与宽容显得尤为重要。我们是
邵阳的一个普通家庭。我和丈夫为了生
活终日辛苦奔波劳作，几乎无暇过问孩
子的学业。好在孩子一向自觉，学习成绩
优异，在外也从不惹事生非，比较令我们
安心。他是个乖巧单纯的孩子，在我们面
前从不隐瞒什么，但是初三毕业后却第
一次拥有了自己的“秘密”。

其实那个“秘密”在我们看来根本
算不了什么，但他却一度“讳莫如深”，
生怕父母知道。他的初中时的同桌，一
个长发漂亮女生，在毕业各分东西后寄
来了一封信，聊聊学习和生活，就这么
简单。正是情窦初开的年龄，对异性萌
发的好感与纯洁的友谊混杂在一起，一
度令孩子不知所措。何况在重点高中里
学业上的沉重压力、父母对他前途的殷
切期许，以及严师们“切勿早恋”的严肃
警告，使得这种本来很单纯的交往变成
了不能启齿的“秘密”。

那以后，他们悄悄地鸿雁传书，交流
彼此对生活的感受，我们却没
有过多地干涉。女孩的字写得
好，文笔也优美，不乏独特的
见解，这让孩子愈发忐忑不安
却又心怀喜悦。当然，这一切

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为了不让父
母知道，他们都将信件寄到对方的
学校签收。他说，等待对方的来信
成了一种甜蜜和兴奋的事，如果超
过正常邮件传递时间，还免不了胡
思乱想。回信也是件麻烦事，学校
里不便动笔，害怕老师和同学瞅
见，只能回家做作业时偷偷地写。
有几次，他埋头疾书时，正好碰上
我回家或从身边走过，吓得他赶紧
将信纸藏在作业本下面，装出一副
认真做功课的样子。

然而，频繁的来信越来越惹
人注目。无奈，他让她把信寄到
家里，注明“同学”收。他有自己
的小算盘——父母很忙，回得
晚，及时地把信收好，他们也许
不会发现。然而，他的“如意算

盘”很快落空了，饶舌的邻居告诉了我
有个女孩常常来信。他非常紧张，既为

“秘密”揭穿而恼火，又为即将可能来临
的“暴风骤雨”般的盘问和斥责而惶恐。
但出乎意料的是，我只是简单地询问了
几句，他的爸爸甚至没问什么。我平淡
地表示，和女同学交往可以，但现在年
纪还小，应以学业为重。

其实，我们做父母的曾经为这事私
下里讨论了好几次，才达成共识。我们一
致认同，家庭教育，是为了促进未成年人
全面健康成长。青少年时期对异性好奇，
彼此产生好感，这再正常不过，所以我们
无须大惊小怪。其实，即使是父母，我们也
必须尊重孩子的人格尊严，保护其隐私权
和个人信息，保障其合法权益。所以，我们
要为孩子保密，不能随意透露给别人，甚
至不在家庭中公开讨论。最后，我们要做
的是冷静对待，细心观察，适时引导，既不
能激化矛盾，也不能置之不理。

后来，我们都知道他仍然保持着与
“同桌的她”的书信往来，却并没有陷入
早恋的“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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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年的这个季节，我总是要
采些桑叶，用来制作桑叶茶，以及
泡脚用。今年在霜降过后的几天，
我就约上朋友来到了我每年都去
的、郊外的一条小溪边采摘。

这是一条由云山的山泉水
汇成的小溪，水质清澈而甘醇，将
溪边的草木滋养得葳蕤蓊郁。你
看，那一排扎根在溪水的桑树，那
硕大的叶片，依然郁郁青青，比起
夏天来，更显出一种凝重、老到的
神态。枝条上互生的叶子，大的有
巴掌大一片。其形状，因树不同而
不同，有的是卵形；有的两侧分别
凹进一些，成了三个钝钝的尖。但
不管是什么形态的叶子，都是我
们青睐的对象。

休息片刻后，我就和朋友一
人选一棵树。我一只手把枝条轻
轻扳下，另一只手一片一片地摘
桑叶。发现朋友是一只手抓枝条，
一只手从上往下捋，于是笑自己
愚蠢，也向身边的榜样学习。往往
捋到枝尖，手也握满了，将桑叶放
进带来的塑料袋里，再捋。站在地
面上能捋到的捋得差不多了，再
登上不高的树杈，继续捋。

采了一阵，忽然从路那头走
来了两个小妹子，好奇地问我们
采桑叶做什么。我说了用场，又
向她俩普及知识：霜降以后的桑
叶被称为“神仙叶”，有疏散风
热、清肺润燥、清肝明目的作用。
她俩觉得好玩，就说要帮我们
采，我说不要。她俩说星期天到
学校补课，只补了两个小时，还
早。然后不由分说，就采起来，或
摘或捋，手法可比我快。

采着采着，那个扎马尾巴的
小姑娘就读起诗来：“日出东南隅，
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
罗敷……”那个织短辫的也跟着读
了。她俩居然把《陌上桑》背诵完
了。这桑叶，也大有文化啊，《诗经·
氓》中就用桑叶做比兴。于是我也
念起来：“桑之未落，其叶沃若
……”朋友也是个“才人”，念起晏
殊《破阵子·春景》中的句子来，“巧
笑东邻女伴，采桑径里逢迎”，倒还
比较符合现时的情景。

那个织短辫的小姑娘告诉
我：“春天我在这里摘了好多桑
叶养蚕。”那个扎马尾巴的小姑
娘也说：“夏天的时候，这桑树上
的桑葚可好吃了！”

采了一阵，我强要两个小妹
子回去。然后对朋友说，刚才听
了她俩说养蚕和吃桑葚的事，我
想起小时候的故事来。

三年级的下学期吧，有一天
我用卖3个鸡肫子皮的钱，买了
一个同学的6粒蚕卵。待6个蚕宝
宝诞生了，我就到村后的山包上
摘桑叶给它们吃。那棵桑树很小，

村里养蚕的伙伴却很多，不到两
天，那棵桑树就成了光杆司令。好
在我们知道对河村一户人家的屋
后有一棵大桑树，长得枝繁叶茂
的，而且又在我们上学的路边。那
天我们去上学，就走到那树下摘。
正摘着，从屋里出来了一位阿姨，
我们就和她说了，她也点了头。于
是以后几天上学、放学路过那里
时，都摘。能随手扳下来的枝条上
的摘完了，就跨上树杈摘。一天比
一天摘得多，因为蚕宝宝食量一
天比一天大。大概是到了第六天，
我们上学又去摘的时候，那个阿
姨站在树下，对我们说，不准摘
了，说再摘下去，叶子摘光了，树
长不好。我们恳求也没用。还好，
到了学校，我们向别村的同学匀
了一些桑叶。放学后我们再到那
户人的屋后看，见离地面近的树
杈间已经有皂角刺条把关。望着
那些在微风中轻轻摆动的桑叶，
恨自己没有翅膀，好飞上去摘。好
在村后的石山上也有一棵桑树，
虽有四五里路远，也得去。

过了一些时候，一天我们上
学走到对河那户人家的屋后，只
见有一个我们应该叫哥哥的人，
站在那棵桑树的丫杈上，提着一
只篮子，好像在采摘什么。走近
一看，原来在摘桑葚。这时候那
个曾不准我们采桑叶的阿姨也
从屋里出来了，她接过从树上递
下的篮子。里面已经盛了小半篮
桑葚，有的是橙红色，有的是乌
蓝色，光光亮亮的。我已经咕嘟
咽了一下口水。我们正要走，那
阿姨说：“别走，每人吃一抓桑葚
吧！”我们就站住了，然后摊开手
掌，接住她抓给的桑葚。酸中略
带一点微甜，真觉好吃啊。

我说完，朋友也说，他家屋后
有一小片树林，里面就有一棵桑
树，可是每年结的桑葚还刚变红，
就有鸟雀在啄，几乎是红一颗被啄
掉一颗。我笑着说：“你不是很喜欢
鸟雀吗？一些桑葚让它们吃有什么
要紧？”朋友也笑着说：“是的，明年
夏天也请你去吃。”又说：“知道吗？
春天的桑叶，除了可养蚕，还可以

‘养人’。今年我曾在一家饭店里吃
过爆炒桑叶，青绿的颜色，吃起来
清香、脆嫩。先还不知道是什么菜，
问点菜的，才知是桑叶。”

我说：“明年我们也来采嫩
桑叶做菜吃。蚕吃了桑叶那样白
胖，人也应该一样呢。”
（黄三畅，武冈市二中退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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