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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心灵灵感感悟悟 往往事事如如昨昨

人人生生百百味味

端午感念
■翟明

一

又逢端午念屈原，
浪里飞花岁岁年。
蕲艾祛菌逾百草，
龙舟昂首过千帆。
粽香悠远问天地，
菖盛绵延究海川。
爱恨辛劳酬社稷，
忧思勤谨益民安。

二

汩汩清波端午声，
汨罗江畔亦豪情。
国亡心碎泪难已，
身陨诗长魂永萦。
肝胆相携昭日月，
星云一道走晴明。
千年烛照佑华夏，
时代催人莫可停。

孩子别哭
■范娜娜

������生活中， 总有一个人或一
件事能触动我们的心灵， 令我
们感动。你有多久没被感动了？
讲个故事给你听。

女方向男方提出离婚，他
们育有一双儿女，男孩 9 岁，女
孩 5 岁。因子女已满 8 周岁，应
当尊重其真实意愿，在调解时，
女方带着一双儿女来到现场。
夫妻双方已经协商好离婚事

宜，就剩下征求孩子的意见了。
经了解得知， 夫妻双方一直在
外打工， 孩子从小就跟着爷爷
奶奶生活， 饮食起居都由爷爷
奶奶照料。儿子愿意跟着爸爸，
这样就可以继续和爷爷奶奶生

活了。 夫妻双方协商让女儿也
跟着爸爸， 这样两个孩子可以
一起长大， 而他们俩还和以前
一样，逢年过节回去看望孩子，
离婚可能不会对孩子造成太大

影响。听了他们的话，我心里五
味杂陈。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
他们把婚姻经营到这种地步，
不过，这是他们的选择，我们不
便评论。

本以为看惯了分分合合，
内心已无波澜， 但让男孩在调
查笔录上签字时， 男孩木讷地
盯着笔录看了许久不肯落笔，
我的内心又开始纠结了。 刚开
始我以为男孩想选择跟妈妈生

活， 只是碍于爸爸的面子才没
有吭声， 于是我单独把男孩叫
到一边，问他想跟着谁，男孩还
是默不作声， 一个劲儿地低头
搓手指。

看到这一幕， 同样身为母
亲的我，眼眶湿润了，轻轻地拍
了拍男孩的肩膀， 告诉他：“无
论你爸妈是否离婚， 他们都是
你的爸爸妈妈， 都是以前那个
爱着你的爸爸妈妈。 离婚是他
们两个人的生活出现了问题，
不是你的问题。别难过，你们还
有爷爷奶奶呢。”男孩依旧低头
不语，默默转身，在笔录上写下
了自己的名字。 当他抬头看向
妈妈时，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
始终没有流下来。 而男孩的妹
妹，则好奇地看着电脑，看我打
字，一会儿跑到妈妈身边，一会
儿跑到爸爸身边， 一会儿又害
羞地看着我笑。这一幕，太让人
心酸了。那一刻，再多的言语都
显得苍白无力， 我突然有种力
不从心的感觉。

孩子，我想告诉你：生活不
相信眼泪， 但眼泪也不代表软
弱， 有时候反而是坚强、 是勇
气， 愿你能做个含着眼泪继续
奔跑的人！ ③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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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温暖叫粽子
■焦辉

������端午节到了，五色新丝缠角粽，家家
户户飘出粽子的香味。 关于粽子，有两件
温暖的往事，每每忆念清晰如昨……

我初中是在太康逊母口镇二中上的。
端午节那天暑热逼人，我正上课，班主任
说学校门口有人找我。 砖铺的校园落满正
午白花花的阳光，刺眼睛。 我用手遮住脸，
快步去大门口，出门看见站在自行车旁的
父亲。 父亲个子不高，有些胖，正用手一把
一把抹额头的汗。 父亲看见我，笑着迎上
来。 他褪色的汗衫被汗水浸透，脸热得红
通通的。 我问：“爸，你咋来了？ ”父亲扬起
手里的小布兜，说：“刚蒸熟的粽子，还热
着呢。 ”

我接过父亲递过来的粽子，走进墙根
的阴凉，有点好笑，还有点好气。 几个粽
子， 大热天值当跑十几里送来吗！ 我说：
“爸，你回去吧。 ”父亲看看我，又看看粽
子。我明白了，他想看着我吃。我只好剥开
一个粽子，还烫嘴呢。 味道甜甜糯糯，很好
吃。 我吃着说：“大热天的，你还跑来送粽
子。 ”父亲看着我吃粽子，眉开眼笑，说：
“这是我和你妈一起包的， 你吃的这个是
我包的。 幸好天热。 ”我不解地看父亲。 父
亲说：“要是天没这么热，十几里地，我骑
车再快，也要凉了。 ”粽子下肚，我心里热
辣辣的，鼻子有点酸。 我说：“爸，一起去食
堂吃饭吧。 ”父亲摇摇头，说：“不用不用，
你回学校吧，我走了。 ”他蹬开自行车支
架，说：“辉，昨天你妈梦见你了，说二十多
天没见，你瘦了。 本来今天送粽子，你妈也
要来 ，天太热了 ，她身体不好 ，我硬劝下
了。 ”父亲把布兜挂车把上，骑车走了。 我

望着骄阳下渐渐远去的父亲，泪水落在捧
着的粽子上……

那年我十七岁 ， 在离家三千多里的
异乡讨生活。 诸事不顺 ，祸不单行 ，我刚
因卸货伤了左腿 ，又为主管弄错的货单
背了锅 ，超市经理皱着眉辞退了我 。 我
身无分文 ， 蜷缩在租住的简陋斗室里 ，
心一阵一阵凉 。 砰砰，有人敲门。 肯定是
房东老太太来催房租了，我吃饭都没钱，
哪有钱交房租啊。我忽然心里生出恨，觉
得悲哀。 我捂住耳朵，不声不响。 敲门声
很执拗。我怒不可遏，跳下床，拖着伤腿，
哗啦拉开门。老太太端着个竹筐子，里面
是四个粽子和两个苹果。她说：“孩子，今
天端午节， 我蒸了粽子， 拿几个给你尝
尝。 ”

我忙双手接过圆竹筐， 说：“谢谢阿
姨，房租过几天一定给您。 ”老人笑笑，说：
“没事，孩子，房租不急。 粽子趁热吃啊。 ”
老人蹒跚着走了， 白发在阳光下亮晶晶
的。 我解开红丝线，剥开粽子甜甜地吃着，
热乎乎的粽子把我的心暖得热乎乎的。 吃
着粽子，我做好了打算，扭伤的腿不算严
重，估计歇几天就好了，然后去找工作，再
利用业余时间自考个大学文凭。 记得当时
我心里还冒出诸如“不经历风雨，怎么见
彩虹”“宝剑锋从磨砺出， 梅花香自苦寒
来”等一些励志话呢。 五天后，我找到个饮
品销售的工作；三年半后，我自考拿到了
大学文凭。

时光流转，两件关于粽子的往事过去
很多年了，却让我刻骨铭心，永远不会忘
怀……①8

那株仙人掌
■常润泽

������“快看，咱们这株仙人掌开花了。 ”父
亲欣喜地把我和妈叫到阳台上。

那株不记得何时到我家生活的仙人

掌， 竟朝着天空骄傲地开出几朵喇叭状
的花朵，粉白的颜色甚是奇伟美观。 看着
父亲欣喜的脸庞， 我竟觉得父亲与那株
内柔外刚的仙人掌是何其相似———不那

么起眼 ，不轻易开花 ，内敛不张扬 ，如它
的花语一般，内心是温暖隐忍的，有不轻
易说出的爱。

在电子产品充斥生活的时代，我却热
衷于读纸质书和静心写作，我想这应该得
益于父亲的熏陶。 自我记事起，家里的书
柜便塞满了书，父亲爱读书，爱写作，且有
丰富的社科知识，也常常带着我坐在那个
涉猎齐广的书柜前，他随手拿起架子上的
地方志，也塞给我一本儿童读物。 那时年
幼的我并不能安安静静地坐下来， 常常
向父亲撒娇抱怨， 怎么别的小朋友就可
以肆意地出去玩， 我却要困在这一方小

天地！ 父亲从来不会纵容我，他总是会给
我讲地方志里的奇闻趣事，带着我在书中
遍览祖国的辽阔山河，可谓是“走到哪，学
到哪”。 以至于在他的影响下，我上学时文
科学得游刃有余，理科却总是难以提起兴
趣。

现在书柜里的书更多了，多得漫溢到
了书桌上，可我发现父亲似乎很少去读书
了，常在书柜旁坐着的人变成了我，父亲
则多是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或玩手机，或者
戴上草帽去摆弄他的那些花花草草，以及
最得他青睐的那株仙人掌。

有一天，我问父亲现在怎么不见他读
书了，他一边拨弄仙人掌盆里的土，一边
对我说：“老了，没那劲儿了，没事儿就想
歇着，看看电视、浇浇花也挺好。但你趁年
轻还是要多读书、多学习，书到用时方恨
少，学以致用才能达到知行合一，好为党
和人民做些实事。 ”“我看你爸读书的劲
儿都用到陪你长大的那些年了。 ”母亲在

一旁打趣。 话语间，看到父亲斑白的头发
和丝丝皱纹，我在担忧岁月流逝的同时，
也仿佛明白了些什么， 或许父亲并不像
我以为的那么爱读书， 这个习惯可能是
由于我的出现。

父爱像写进了岁月的书签，心里总酝
酿着千言万语， 如高悬于蓝天的暖阳，无
时无刻不普照、影响着孩子。 有人说，父亲
的高度决定孩子的起点，父亲阅读、写作
的好习惯深深地浸染着我，在我心里种下
了一颗种子，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中生根
发芽。 我在父母的精心呵护下才得以茁壮
成长。

“父之美德，儿之遗产”。 现在的我作
为一名扎根基层的纪检监察干部，迎着党
恩的朝阳和时代的春风深学争优，以纪检
人“忠诚、干净、担当”的作风，敢为争先，
怀揣着父亲的美好愿景，实干争效，为党
和人民做实事，也和那株仙人掌一样开出
了自信的花。 ③22

人人间间真真情情

思母
■朱焕迎

慈母已去二十冬，
梦中常见醒后空。
遇妪张目忙提踵，
看后泪水湿前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