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E-mail：tgrb@tisco.com.cn
文 苑 2020年5月27日

星期三
责编 闫京花

本 报 地 址 ：太 原 市 解 放 北 路 83 号 邮 编 ：030003 总 编 辑 室 ：2134396 2134387 采 编 一 室 ：2134392 采 编 二 室 ：2134385 采 编 三 室 ：2131501
采编四室：2136012 新闻管理室：2134149 摄 影 室：2134966 广告 专 线 ：2132630 广告许可证：晋工商广字 1401004000049 太报传媒有限公司印务公司承印

每次回到故乡，都要经过路边一孔
破旧的小窑洞。每次看到这孔小小的窑
洞都会引起我对往事的无限遐想。

我的家乡地处晋北山区，沟壑纵横，
土地贫瘠，长年干旱少雨，山尖上连荒草
都长得分外稀薄，古老县志上记载的“地
无三尺平”“民数米而炊”准确而形象。
爷爷祖上赤贫，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
地。兄妹六人，他排行老大。家中本就
贫穷，吃饭的人口多，吃饱饭就成为一个
大问题，野菜、树根、谷糠、土豆皮、糜子
皮等等都是腹中充饥的食物。爷爷身为
家中长子，自然需要分担更多家里养家
糊口的重任。幸而他身体健壮，依靠给
地主做长工，一人居然可以替地主耕种
一百亩田地。我们老家山地多，路程又
远，这么多地的播种、锄地、收获，几乎全
部是靠人力来劳作运输。好多年以后，
我仍然想象不出爷爷究竟是如何面朝黄
土背朝天耕种这一百亩地的。

过年，对于农民而言，是终年忙碌得
以歇息的瞬间，是一年辛劳付出得到回
报的时刻。那一年过年前，全家人用七
颗大豆换一个铜钱，一个铜钱一个铜钱
攒下的钱终于攒够了，换回了二升小米
准备过年。吃糠咽菜一年的一家老老小
小，就盼望着过年这几天可以喝到一碗
香甜可口的小米粥。那袋沉甸甸的小米
成了全家人过年最大的期盼。可是，在
大年三十——除夕夜，小米被人偷走
了！直至今天，我一想起当时全家人的
失望与悲伤，心也会阵阵痛楚！

然而，爷爷留给我们后代的记忆并
非仅仅只有贫穷造成的悲凉。爷爷辞世

后，奶奶常常给我讲起爷爷的那件往
事。那天，爷爷给地主干完活回家，又一
次走到了那孔小窑洞旁。一条宽阔而干
涸的河道旁边，是一堵几丈高的土崖，土
崖的下方，就是那孔矮矮的供过路行人
避雨歇凉的小窑洞。窑洞的上方长了一
棵歪斜的榆树，曲曲弯弯的小道，从它的
前面路过。就在这小窑洞前掉落着一个
沉甸甸的包袱，里边有几十块大洋和几
卷绸缎。爷爷拾到后，非常焦急，四下询
问过路的人有没有丢失东西。实在没人
认领，他就守在窑洞路边等待失主。烈
日当空，一个时辰过去了，两个时辰过去
了，也没见人回来寻找。同村的人有的
笑他傻，自己穷成那样，捡了财物还不悄
悄地藏了；有的笑他痴，劝他先回去吃
饭，反正也尽心了。爷爷坚决拒绝了，他
说，我人穷志却不能短，我丢过东西，知
道丢东西的苦。等了许久，爷爷终于等
来了失主，原来是其他村子的人准备娶
亲的聘礼。奶奶说，这件事情爷爷从未
对她讲过，她从别人那儿听来后，就不止
一次地向爷爷求证，爷爷总是呵呵一笑
置之不理，有一次万般无奈才承认确有
此事。

这几年回故乡少了，听说那孔窑洞
因为修路也消失了。可是那孔窑洞却永
远留在了我记忆深处。每当我在人生迷
茫的时候，它总在告诉我一些什么。一
个吃不饱饭的长工、一个极端贫穷的农
民，面对一笔意外横财，却丝毫不为所
动，这是何等的义举！这是爷爷留给我
们子孙后代的，多少金钱也买不到的精
神财富。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是苏联著名作家、政论家高尔
基的名言，我们最早从童年时
代通过书籍学习到了基础知
识，又在大学及步入社会后续
的努力，学习到了赖以生存的
知识和技能，学习伴随着我们
一路走来，一路进步。可以说
不管什么行业都没有离开过学
习，学习是一生的事。

从专业书籍到杂志、报刊
再到电脑、手机，我们的学习过
程留给我们以美好的回忆，正

是当年的积累才拥有今天的成
就，无论我们从事什么岗位，学
习到的东西终就是一生的财
富，没有学习就没有进步。学
习可以是专业的学习，也可以
是广泛的阅读求知，也可以是
社会活动交流，只要是先知先
觉我们都渴求掌握，适应时代
发展，增强工作能力与文化内
涵。与学习相伴，一路走来，充
实而富有乐趣的学习让我们每
天都在进步，与时代共发展。

学习是时代的召唤，学习

是社会发展的要求。自从有了
“学习强国”手机APP之后，让
我的学习更加随意自然，无论
何时何地只要有闲暇时间，只
要在等待工作间隙，我们都可
以打开它，在学习的海洋里遨
游，用心丈量学习田地，国事家
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
读书声，声声入耳。随着“学习
强国”的不断更新完善，功能更
加强大，无论是政治理论、科学
文化，还是专业技能，这里应有
尽有，一览无余，成为我们生活
学习的好助手、好伴侣，强大的
正能量更兼良师益友，受益匪
浅。相信我们在“强国梦”的引
领与凝聚下，学习一定会让我
们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啊牡丹，百花丛中最鲜艳，啊牡丹，
众香国里最壮观,有人说你娇媚，娇媚的
生命哪有这样丰满,有人说你富贵，哪知
道你曾历尽贫寒……牡丹之歌曾红极一
时，多年在神州大地到处传唱，或许受牡
丹之歌影响，虽喜欢却不谙花事的我，也
渐渐喜欢上了牡丹。

公司东门路西南角有一处牡丹园。
园里株株牡丹争相绽放，红的似骄阳、白
的如瑞雪，花蕊于枝头含苞待放，娇嫩之
状苍翠欲滴，羞答答的样子宛如一位位
待嫁的新娘……

曾多次见过牡丹,却不曾看到这般
娇艳，赏花的雅兴陡然被美丽的牡丹激
起。或许花卉净化了思想、或许牡丹启
迪了心灵，被这些娇艳欲滴的牡丹所吸
引，于花前耐心细致地观赏，园艺工人
见状上前不仅热情还十分健谈，边赏花
边把牡丹逐一进行介绍：“这株名为魏
紫、那株叫作迎日红、霓虹幻彩、冠世

墨玉……”
悉数园内牡丹，尽情欣赏依旧余兴

未尽。不由得心里暗想，牡丹被冠以国
花之称确实当之无愧，尽管蒋大为在歌
中把牡丹赞美得淋漓尽致，却依然不能
把牡丹的美丽完美无缺地表达出来，因
为牡丹太美了，美得让人称奇、美得令人
感叹、美得叫人爱不释手、美得使人心生
爱恋……

从高效处理城市污水，到为城市提
供清洁能源，再到绿化美化城市，优美的
环境成了太钢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关键一
环，成了太钢人必须守住的生存红线和
尊严底线。如今美丽的太钢已真正成为
市民和公众认可的“好伙伴”“好邻居”。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
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母亲，多
么亲切的称谓。自子女呱呱坠
地的那一刻起，就无时无刻不
在为子女付出。她用乳汁和心
血哺育着自己的孩子，用智慧
和行动教导子女，她是子女人
生中的第一任老师，言传身教，
孜孜不倦。

母亲是世界上最伟大最无
私的人，那颗充满慈爱的心，始

终都在为儿女着想。在情感的
长河中，她是永不凋零的花朵，
带给儿女希望和梦想；在成长
的足迹中，她是最优秀的导师
和保姆，指引儿女正确的人生
方向；在人生的旅途上，她是强
大的动力，增添儿女战胜困难
的力量。

母爱是人类情绪中最美丽
的，其表现的形式多样，可能经
常在儿女耳边絮絮叨叨教育儿
女做人要诚实、守信、勇敢；也

可能鼓励赞美儿女，指导子女
学习的上进，对孩子身体的关
心与照顾；还有可能因为儿女
做错事情训斥孩子，转身却流
下难过不舍的泪水。这就是母
亲对儿女的爱，这种爱没有利
禄之心掺杂其间。

孩子说想家，其实是在想
母亲，孩子说想母亲，其实是怀
念母亲那宽广深厚的爱。子欲
养而亲不待，让我们把对母亲
的爱大声说出来，她不需要你
给她多么优质的物质条件，在
这工作节奏如此之快的社会生
活中，她更需要的是儿女们在
身边短暂的陪伴。让我们祝福
天下所有的母亲快乐每一天！

一袋小米与几十块大洋
文│孙敬

森林公园 王新龙 摄

学习伴我们共成长
文│赵瑞文








































 

草长莺飞花烂漫 贺飒 摄

致亲爱的母亲
文│刘子兴

牡丹之恋
文│张小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