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幸福“银行”
������童年的记忆中， 我的学习成绩算不
上很好， 有的时候过年回家也拿不回一
张奖状， 但是也没有哪一年的春节因为
没有拿回奖状而过得不愉快。 如今回忆
起那奖状，真的算不了什么，它并不能决
定我们童年的喜忧， 我的童年也没有因
为缺失那一张奖状而黯然失色， 我的童
年依旧是金色的。

记忆深处的那场大雪，是那么白，那
么厚。过完正月初一，正月初二便是闺女
走娘家的日子。 那年的初二，大雪纷飞，
整个世界银装素裹， 但是这并没有阻挡
女儿回娘家看望父母的脚步。 邻居举嫂
的娘家和我姥姥家在同一个村庄， 离得
也不远，索性两家人一商量，开一辆拖拉
机，车斗里先铺一层碎麦秸，上面再放两
条被子避寒，除了司机举哥，大人小孩连
同礼品一并装在拖拉机的车斗里。 他家
三个孩子，我家三个孩子，再加上三个大
人，满满一车斗。 一切准备就绪，举哥发
动拖拉机，喜气洋洋就出发了。雪天中拖
拉机的“突突”声伴随着大家的说笑声，
是那么悦耳，那么和谐，令人心情舒畅，
那声音响彻整个天寒地冻、 雪花飞舞的
隆冬季节，久久萦绕耳畔，在记忆中留下
一道深深的印痕。

母亲每次去姥姥家，回来得都很晚，

那年的初二也不例外。 回来已是暮色降
临，拖拉机的“突突”声再次打破雪野的
宁静。没有了去时的激情，大人小孩都期
盼着早点安全到家。 当时我坐在车斗的
最后面，被子只盖住我身体的一半，想往
自己身上拽拽，却又胆怯缩了手。茫茫雪
野中留下两道深深的黑黑的车辙印，却
又很快被调皮的雪花覆盖。

安全到家后， 爷爷奶奶已在堂屋生
了一堆火， 冻得龇牙咧嘴的我们赶忙把
火围了起来，伸出小手取暖，火苗映得一
张张红扑扑的小脸更红了，不一会儿，温
暖溢满周身。 母亲把蒸好的白面馒头切
成一张张小薄片，放在柴火旁边烤，烤得
焦黄焦黄的，拿起一块张口一咬，外焦里
软， 比吃牛肉都香， 蹲在火堆旁边吃边
烤，那种感觉惬意至极。

记忆中的童年， 就是我的个人幸福
“银行”， 我有一张永远都取不完的幸福
卡，密码就是“1314”，不管我取出多少幸
福，卡上的数额永远都不会改变，而每每
取出一次，我得到的幸福却可以翻倍，它
不仅让我知道我来自哪里， 也让我明白
我正走在幸福的路上， 并且会在这条道
路上一直走下去。

（马春华 周口建设路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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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您 真好

有您的关心，真好
秋风拂过面庞，带着丰收的气息。进

入初三，我的内心却充满焦虑。
开学第一天，推开教室的门，发现您

已在讲台上等候，慈爱的笑容 、火红的
衬衫、整洁的领带，让我顿时心生底气。

“找个位子坐下吧， 我是你的班主
任，以后有什么事尽管找我。 ”您对我微
笑。

温暖的话语瞬间驱散了我心头的焦

虑，连日的紧张如乌云般散去 ，顿觉秋
高气爽。

阳光洒进教室，照在身上，暖暖的。

有您的告诫，真好
喜欢您的微

笑 ， 喜欢上您的
课，我的成绩直线
上升，但骄傲也开
始滋长———作 业

质量越来越差，上
课时的心思总在

天空游荡， 很快，
我的成绩一落千

丈。

“学贵有恒， 始终如一才能行稳致
远；骄傲和自大不仅会带来学业上的失
败，还给人留下品质上的浅薄。 ”您的话
如一方镜子，我照见了自己的荒唐。

从此，我的心里有了一挂警钟，时刻
提醒我谦虚谨慎，善始善终。

有您的鼓励，真好
望着身边的同学都在进步， 看着忽

高忽低的模拟成绩，我对即将到来的中
考感到担忧和恐惧。

放学后，我恍恍惚惚站起身，正要走
出教室，您叫住了我 ，慈爱的目光中写
满鼓励：“你不用担心，你还是很有实力
的，要有信心，我相信你！ ”并拍拍我的
肩膀。

像阳光驱散严寒，光明照进黑暗，瞬
间，我感受到幸福，在我成长的每一刻，
您都在默默关注着。

有一首散文诗中说：“母亲啊！ 你是
荷叶，我是红莲，心中的雨点来了，除了
你，谁是我无遮拦天空下的荫蔽？ ”可我
要说，老师啊，您何尝不是荫蔽我这朵
幼莲的荷叶！

有您，真好！
（范思成 周口第十九初级中学）

麦收的季节

������夏日渐长，炽热的空气里飘来
麦熟的气息。 又到了麦收的季节，
这是丰收的季节， 这是伟大的时
刻！我仿佛又听见爷爷磨镰刀的声
音，在我的梦里，在刺乒嚓（一种黎
明鸣叫的黑色大鸟）的催促声里。

“大哥大哥起来吧！ 大哥大哥
起来吧！”刺乒嚓又在唤人们早起！
爷爷把镰刀磨得特别锋利，场已碾
好。 一望无际的田野里，金色的麦
浪翻滚。爷爷和村里的几个长辈守
望在麦田旁， 讨论着今年的麦子，
收早了怕麦子不饱，收晚了怕麦焦
在地里，还担心这几天有雨。 这可
是一年的口粮，一家人的生活都在
这麦子里。 爷爷经历过贱年，眼睁
睁看着自己的一个儿子饿死。很幸
运，父亲挣扎着活了下来。 粮食就
是生命，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开镰了！ 天还没明，人们都已
经下地，麦田里影影绰绰，人们都
在忙碌着割麦。 等天一明，我到地
里送饭，爷爷和父亲已经把麦子割
了好大一片。 吃了饭，趁着休息的
时间，爷爷又开始磨镰，不时眯起
眼睛看看镰刀的锋刃，用大拇指轻
拭几下刃口是否锋利。

麦子割了还要用架子车拉到

地头场里，趁着天好晾晒，然后用
石磙碾场。 碾场的牲口有马、 驴、
牛、骡子。 马拉石磙碾场跑得比较
快，但马比较少，大多数人家喂的
是牛、驴。我家喂的是一头大青驴，
碾场的时候和邻居家喂的牛配套。

爷爷拿鞭使唤牲口，两家的场交替
着碾。 碾场要碾两遍，碾了第一遍
还要翻场。翻场的时候一般正值晌
午头， 火辣辣的大太阳炙烤着晒
场，干活的人们汗流浃背，被汗水
浸透的衣服紧贴在背上，好像从未
干过。 场里干活的大多是男人，妇
女和小孩在拉过麦的地里捡麦穗。
我那个时候还小，跟着妈妈在地里
或者路上捡麦穗。我将捡到的麦穗
揉下麦子，一天可以揉大半碗。

场碾好以后要起场、扬场。 扬
场靠的是自然风力，所以起了场要
随时准备着，不能错过风。 有时风
来了，饭不吃也要先扬场。 扬场可
是技术活儿，先用杈扬，再用木锨
扬。好的农活把式能把起场的麦扬
成一条线， 麦糠和麦子泾渭分明。
扬场离不开风，风也不知道啥时候
来。 如果不及时扬场，就会影响第
二天打场。 为了趁风，父亲晚上就
住在场里，这叫下场。夜里来了风，
随时起来扬场。

我喜欢和父亲一起下场。忙碌
了一天， 晚上热气也渐渐下去了。
父亲扛着被子，迎着微风，走过村
后的小桥，满河的星光和蛙鸣……

麦子是最珍贵的！麦收的季节
是农民最繁忙的时候，夏收麦子是
农民一年生活的保障。可以没有金
玉珠宝，怎么能没有粮食！ 饭碗要
端在自己的手里，有粮天下安！

（梁海燕 周口市人大）

������任时光流转，您的慈祥和关爱永存心间。
———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