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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家庭是组成社
会的细胞，那么家风无疑就
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
分。说起我们家的家风，最
突出的关键词就是“吃苦耐
劳”四个字了。

我的爷爷和奶奶都是
地道的农民，他们一辈子面
朝黄土背朝天，每天起早贪
黑，用他们辛勤的双手养活
一大家子人。现在，他们二
老都已经快七十岁了，仍然
每 天 在 菜 园 子 里 忙 个 不
停。爸爸时常会对爷爷奶
奶说：“爸、妈，蔬菜可以去
市场买，你们就别那么辛苦
啦！”可爷爷奶奶总是说：

“买的怎么能比得上自家种
的好，自己种的吃着放心。”
如今，我们家的餐桌上总能
见到色彩鲜艳的时令蔬菜，
这可都是爷爷奶奶的功劳。

爷爷奶奶吃苦耐劳的
精神品质深深地影响着我
们全家人。

我的爸爸妈妈自主创业，开了一家汽车修理店。
汽修是典型的脏活、累活，只要是工作状态，汽修人总是
满身油污，从头到脚散发着浓浓的汽油味。在很多人的
印象里，修车几乎少不了换零件。而最困扰车主的事情
莫过于车子换了一堆零件，问题却还是得不到有效解
决。爸妈深深理解车主们的烦恼，他们始终追求以最低
的价钱寻找最优的解决方案。为此，他们总是仔细地查
看每一条线路、每一个配件，反复认真地听每一处异响，
经常累得腰酸背痛。记得有一次，一辆汽车的发动机出
现异响，爸妈尝试了好几种维修方案都没能排除故障。
但他们不气馁，拆下发动机的每一个零部件细心排查，
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原来是一个叫可变正时轮的零件
内部发生了堵塞。经过细致地冲洗，发动机异响的问题
得以完美解决。此时，爸妈已经连续工作了近8个小时，
又累又饿，筋疲力尽。而车主则赞不绝口，满意而归。

爸妈常说，修车不仅是一门技术，更是一份责
任。每一次修复，都是对司机安全的承诺，再苦再累
也得把工作做好。

受到长辈们的影响，我的身上也有了一种能吃苦
的精神。学习上，我敢于攻坚克难，不懂就问，执着地
追求知识；生活中，我主动为父母分担家务，假期还会
到汽修店里帮忙做事。 （指导老师：陶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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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背影很好认。她不高不矮，一
头棕黄的卷发，随意地散落在肩头。那肩
头，我很熟悉，从小到大我都喜欢靠在母亲
的肩头，肆意撒娇。尽管长大了，长高了，
我还是一如既往。我觉得母亲的肩膀是我
最舒适的枕头。

母亲的肩膀很窄，窄得我两手就能完
全覆盖，可她却能扛起千斤重担。

我的母亲是一名教师，不需挑扁担、扛
重物，可她肩上的担子，却比这些要重得多，
她总是有忙不完的事情。在母亲的口中，总
有谈不完的学生。而在我的脑海里，却积攒
了一个又一个过期的约定……母亲为更好
地了解学生，自学心理学知识，学习与孩子

相处的方法和技巧。她也是我的班主任。
即使有再重的任务、再多的事，她也总是会
抽出时间，关心我们，监督我们，事无巨细。

一次，母亲因感染了“诺如”病毒，发
热、呕吐、腹泻，本就瘦弱的身体不停地颤
抖，耳后碎发凌乱地垂落在肩头。可她依
然坚持上班，为我们操劳。母亲用她那瘦
弱的肩膀硬扛下了一切。

母亲的肩膀很宽，宽得能为我挡下一
切的风风雨雨。

我自幼和母亲关系甚好，胜似朋友。
我们常一起去教室，一起回家。还记得有
一次，雨下得特别大，我们只拿了一把伞。
我比她高，可她硬是要撑伞。她一手撑着

伞，一手紧紧搂着我。我低头一看，她的肩
膀湿漉漉的。我才发现雨伞倾斜近三十
度，母亲瘦弱的肩膀为我承担了所有的雨
水和寒冷。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思想也与幼时
不同了，但我和母亲总会在闲暇时一起谈
论。我说，她听，好像她就是我最忠实的听
众。当我们的观点不一致时，我们会一起
思索，一起查证。我很享受靠在母亲肩头
和她讲学校发生的事，好似母亲的肩头能
装下我所有的话。

小时的我伏在母亲肩头天真地说：“我
以后要一直待在妈妈身边，要让你过得很幸
福，我要为你买别墅。”现在，我与她说的却
是以后要考上理想的大学，要去很远的地
方。在不知不觉中，我已慢慢离母亲远去。

母亲用一生向我说着“路上小心”。我
却要用一生与她说“再见”。

（指导老师：陈希稳）

母亲的肩
新邵县陈家坊镇中学299班 陈妍静

听母亲说，我出生第 3 天那晚，家中忽然停
电。我泪雨淋漓，整个屋子都回荡着婴儿的呜
哇。父亲紧拥住我和母亲。后来，我握着父亲的
小拇指，即刻入睡。那双紧握就能令我深感安然
的手，我一牵就是十六个春夏又秋冬。

我有着别样的童年。父亲刮胡子前，总要将
我高高举起，并轻吻我的面庞。每当此时，我就会
笑着拍打他。每次父亲将车开到了楼下，我总因
不愿爬楼梯而装睡。父亲总会心照不宣地将我放
至他宽厚的脊背上，安定自若地答复母亲无奈的
嗔怪，一口气带我跃至五楼。然后，他再将我轻轻
地放到门口，说：“好啦小家伙，你可以起床咯！”

父亲是我人生的第一位导师。正值岁月转换
期的我情绪并不稳定，整日忧心忡忡。有谁能包
容我莫名而起的小情绪呢？谁会在我落寞的至暗
时期，毫无犹豫不顾一切拉我上岸，带我杀出重围
呢?只有父亲。他捕捉到了少女烦忧的镜头，于是
用爱编织出一张满怀盛夏心事的大网。后来，我
学会了接纳一切，允许所有事发生，迎接每一种情
绪的来访。我学会了自由热烈，学会了乐观洒脱，
成为真正的自己。

在荒漠孤舟上的我，因迷茫而无所适从。是
父亲用他那双了不起的大手，扬起了奇迹的帆。

（指导老师：郑建华）

父亲的陪伴
隆回县第二中学高一2312班 曾诗琪

街道上，人潮汹涌，从各地赶来的
食客汇集在这里。街头的叫卖声、油
炸食物的“滋啦”声、食客们推杯换盏
的“乒乓”声，嘈杂得让我有些难受。
我实在是不能体会游人们的“食趣”。

“到了。”妈妈领我来到一个巷
口。这里僻静简陋，与外面热闹非凡
的氛围格格不入。我不禁有些好奇，
妈妈抽空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米豆腐，卖米豆腐喽。”
我循声望去，原来是一家老字号

酸辣米豆腐店。一瞬间，记忆翻涌。
我突然想起老家也有卖这个的，只是
我来到城里后不常见到了。我已经
很久没有吃米豆腐了，现在竟有点儿
怀念。

妈妈也有些激动，颤抖着用我不
太熟悉的家乡话点了两碗米豆腐。
店铺老板一听是家乡话，一边用浓重
的口音和妈妈絮叨着，一边拿起一个
勺舀了一大碗米豆腐放进热水里。
片刻，就又从热水里捞出来过凉水。
紧接着他往瓷碗里撒入适量的盐，倒
入香油、姜汁和蒜汁等。随后便把米

豆腐倒了进来，进行充分搅拌。看着
快要出场的米豆腐，我不禁有些期
待，心中努力回想着它的味道。最
后，老板往上面抹了一圈辣椒酱，撒
了把葱花，便递给了我们。我看着碗
里花花绿绿的一片和一个个圆润似
珠的米豆腐，便一刻也不迟疑地舀起
一勺吃了下去。

一口下去，辣中带酸的味道刺激
着我的味蕾，在我的舌尖跳跃。米豆
腐裹满酱汁，爽口极了。这就是记忆
深处的味道吗？这碗米豆腐竟勾出
了我对老家的回忆。那时，炎热的夏
日来一碗冰凉的米豆腐是多么愉快
的一件事啊。

妈妈突然开口：“你外公以前最
爱吃了。”忽然间，我明白了什么是

“食趣”。
如今在这里摆摊或是游玩的食

客又有多少是在外闯荡，不常回家乡
的人呢？也许就是这样一道平常的
小吃，就能勾出许许多多人对家乡的
怀念。

（指导老师：付敏慧）

食 趣
洞口思源实验学校160班 严文佩

“学生是我工作的原动力。我愿意把一腔炽热情怀
献给我所热爱的教育事业。”7月15日，双清区昭陵中学英
语教师谢佩表达了自己从教多年的心声。

从事教育工作11年来，谢佩带着对学生的倾心关
爱和对教育的满腔热爱，一路付出，一路收获。她所带
的班级多次被评为“优秀班集体”。她本人屡获校“优
秀教师”等荣誉称号。

每期开学，谢佩都会与孩子们共同制定班规，提升
他们的参与感。同时实施学生日常学习行为积分管理
制度，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她发挥班干部的榜样
力量去影响其他人，利用班会等时机，对学生进行日常
行为规范教育及安全教育。渐渐地，同学们的自觉性、
集体荣誉感在无形中形成了，班风也就越来越好了。

作为班主任，她平等对待班上的每一位学生，努力
做到因材施教。她及时关注学生课后行为，对学生良好
的表现给予表扬，及时处理学生间的大小矛盾纠纷。她
还从细节入手，关心理解每一个孩子，了解他们遇到的
各种问题，有时给予安慰、疏导，有时让他们进行自我反
思，让他们从小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要管理好班级和学生，不仅要树立榜样去影响学
生，也需要班主任与家长共同努力，加强家校沟通。
为此，谢佩常常通过线上沟通、家访等形式，拉近家校
距离，搭建家校连心桥，携手共建有益于孩子健康成
长的环境。

“我将继续满怀着对教育工作的赤忱与热爱，一路
向阳，逐梦而行。”谢佩说，只要心怀热爱、辛勤耕耘，每
一点付出都能如点点星光，最终汇聚成璀璨星河。

一路向阳，逐梦而行
——记双清区昭陵中学教师谢佩

邵阳日报记者 陈贻贵

“你怎么又不说话了，是不是根本就没
有在听我说？”同学小瑜边敲课桌，边大声地
朝我喊道。

面对小瑜的质疑，我无言以对。就在刚
才，他在我身边对着我说了一大堆话，我却
一句回应都没有。为了维持这份友谊，我只
好略带歉意地说：“不好意思，我不会‘说
话’。”其实，我不知道怎么和别人聊天。

“不会说话”是我现在面临的最大难题，
它一直困扰着我，带给我无穷的烦恼。比

如，和别人聊天，聊着聊着别人就气冲冲地
离开了，而我却不知道说错了什么；放学回
家和父母讲学校发生的事，明明是十分有趣
的事，可父母却听得怒目圆睁；和妈妈去市
场购物，妈妈和老板谈得好好的，快成交时，
只要我一开口，生意保准黄了……我仔细回
想每一个片段，可就是找不出原因。渐渐
地，我只好以沉默来应对别人的话语。

记得七年级新学期刚开学的前几天，我
几乎没说过几句话。看到同学之间聊得热

火朝天，就像相识已久的老朋友，我心里干
着急，也想加入他们的队伍。可我不知道怎
么和新同学沟通，只好装作若无其事，坐在
座位上“偷听”他们的谈话。

小瑜是我进入初中半个月后熟识的第
一个同学。当时我和他是同桌，他主动跟我
说了好多话后，我才试着问他叫什么名字、
哪所小学毕业的、有什么兴趣爱好……这样
我们才慢慢地熟络起来。

“不会说话”带给我的烦恼远不止这
些。走亲戚时，面对亲戚们的亲切问候，我
就手足无措，抓耳挠腮，只好尴尬地“嘿嘿”
两声……

朋友，你能给我指点指点，让我走出这
个烦恼吗？

（指导老师：彭玲香）

我 的 烦 恼
洞口县城关中学275班 林俊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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