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庭相册

爹去年走了， 我们兄弟俩都
生活在县城， 只有娘一个人还住
在乡下。 虽然我和哥几次劝说，
让娘进城来与我们一起生活， 但
她都不肯来。 娘总是说： “住在
城里不习惯， 你们都上班， 太忙
了， 我又有早起晚睡的习惯， 怕
打扰你们休息。 我现在还能照顾
好自己， 等娘到那天我走不动了
再去。”

每听到娘这么说后， 我便也
无言以对了。 但是我明白娘的心
思， 只是我不能对她说出， 便深
藏在了心里。 看着娘那满是皱纹
的脸， 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 一
阵酸楚， 再次如鲠在喉。 我知道
娘是疼儿啊！

我清楚， 娘年轻时就是个很
要强的人，只要是自己能干事，她
从不麻烦别人，也包括了我们。

我还是放心不下， 心中时常
牵挂着娘。 早上我起了床时， 我
便想娘可能早就起来了， 一定是
轧碾去了吧？ 石碾那么重， 娘已
经老了 ， 还能推得动吗 ？ 我知
道， 娘再也不是年轻时的娘了。
娘从年轻时， 就有早起轧碾的习

惯， 虽然我常对她说， 粮店有各
种粮食面子， 可以买着吃， 但是
她总不肯买 ， 常说买会多花钱
哩！ 轧碾， 她到现在一直也没间
断过， 什么花生米、 大米、 玉米
等， 娘总是把它们碾碎了， 拿回
家做成香喷喷的糊涂。 喝着娘做
的糊涂， 我们一天天地大了， 娘
却一天天地变老了。

记得小时候， 那时还处在生
产队时期， 娘和村里大人都要头
顶炎炎烈日 ， 在地里干活挣工
分 ， 再换成钱来买日常生活用
品。 娘为了多挣点工分， 就让生
产队给安排两个活， 一个是白天
在地里干活， 一个是晚上给集体
看苹果园 。 这样就能多挣点工
分， 更好地来贴补家里的生活。
那时候我们家人口多， 日子过得
非常贫困。 我奶奶去世早， 撇下
了大小一共九个孩子， 最小的小
叔比我大伯家的大哥还小。 爷爷
是个农村医生 ， 一天到晚不着
家。 大伯去了一个煤矿工作， 一
年到头回不来几趟 。 我父亲和
娘， 还有我二姑， 便担起家庭的
重担。

记得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
代， 能上供销社里扯上几尺布做
件像样的衣服， 就是一件很奢侈
的事了。 每到过年时， 娘就会给
家里每个人扯上点布做一件衣
服。 她对自己却很吝啬， 总舍不
得添衣服。 娘的爱总能温暖着全
家， 让我们倍感幸福。 后来， 这
一大家子人口都已开枝散叶， 各
自有了自己的家庭， 而娘却还在
一直守护着那个让自己付出了美
好青春的家。

我能理解娘， 一个伴她生活
了七十多年的故土， 对她来说是
多么留恋和难以割舍， 那里有她
挥洒青春汗水的土地， 有她的老
屋和朴实的邻里乡亲， 有她最珍
贵的记忆。

已到不惑之年的我， 感觉自
己还是一个最幸福的孩子。 因为
我有一位朴实善良、 善解人意的
娘， 在我回到家的时候， 还能喊
上一声娘 ， 便知娘在 ， 家就还
在。 我知道， 我的娘无时无刻都
在牵挂着我 。 虽然我不在娘身
边， 但娘的爱总能像一股和煦的
风儿， 从故乡的方向缓缓吹来，
温暖着我这个离家的孩子。

娘牵挂着我， 我牵挂着娘。

□□孙孙允允刚刚 文文//图图

让我牵挂的娘

□张玉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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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
的老照片吗 ？ 您身边发
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
事吗 ？ 您和工会发生过
哪些有趣的事情 ？ 如果
有 ， 那就用笔写下来 ，
给我们投稿吧。

童年的时候， 我家对面的山
梁上， 全是野生樱桃树。 春雨过
后， 干枯的樱桃树焕发出勃勃生
机， 樱桃叶子渐渐变绿、 变宽、
变长 、 变厚 。 为了早日吃上樱
桃， 我每周都要跑到山上去看 ，
期盼着樱桃早早开花结果。

在漫长的等待中， 樱桃终于
开花了 ， 密密麻麻的树成片成
林， 一望无际， 漫山遍野。 樱花
盛开的时节， 就成了孩童们的乐
园、 鸟儿的天堂、 花的海洋。 树
树洁白， 枝繁叶茂， 有的粉中带
白， 有的白而兼红。 极目远望，
像是仙女下凡， 蝴蝶在樱花上飞
来飞去， 掂足轻颤。 蜜蜂忙着采
花酿蜜， 那个忙呀， 像是一场没
有预约的演出， 在山坡上徐徐拉
开幕布。

等到六月份， 盼望了一个春
天的樱桃终于成熟了。 约上三五
好友， 最好是在太阳不太毒辣，
半阴半晴的天气， 再提上竹笼，
结伴上山摘樱桃， 这可是件非常
惬意的事。

放眼望去， 樱桃树上挂着一
个个小红灯笼 ， 是那样鲜艳夺

目。 像婴儿的眼睛清纯可爱， 又
是小姑娘的脸水灵灵的， 更像颗
颗熠熠珠儿， 缀满枝头， 如水晶
般透明。 有的粉红， 有的黑红，
有的红的透亮， 手一摸仿佛就会
流出甜甜的汁水 ， 有的像小星
星 ， 繁嘟嘟 ， 一串串 ， 还未成
熟。 看得人眼花缭乱， 感觉心花
怒放。

一群 “毛毛猴”， 手里摘着，
嘴里吃着， 不一会儿， 就摘满一
竹笼。

在那个年代， 采摘回来的樱
桃就是金豆豆， 银蛋蛋。 一家人
围在院子里品尝着樱桃的香甜，
忘记了生活的艰难。 除了自家享
用， 母亲还让我给山外的亲戚抽
空送去一些， 让他们也尝尝山上
的野味。

樱桃年年岁岁， 生生不息，
是它甜了农家心酸凄凉的日子，
是它给孩童们太多乐趣。

普普通通的野樱桃， 乡村六
月难舍难忘的甜香的鲜果， 纯纯
美美的香味， 让人百吃不厌， 至
今挥之不去， 成为小时候一段最
美好的记忆。

□李军

■“八小时约定”征文选登

我娘的综治情

■“六一”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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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娘小时候家里穷， 高小毕
业就辍学了， 但她勤学、 爱思、
善总结， 经历了岁月的磨砺， 培
养了豁达睿智的性格、 坚强不屈
的品质， 甘愿吃亏、 乐于助人，
同时积累了化解矛盾、 处理问题
的能力和经验。

娘爱管 “闲事”。 不管是生
人还是熟人， 只要遇到困难有求
于她 ， 都会尽力所能及提供帮
助， 从不考虑自己付出， 也不计
较个人得失。 有一次娘去赶集，
遇到小偷抢钱包， 娘不惧小偷年
轻力壮 ， 边喊抓小偷边紧追猛
跑， 跑了两条街， 硬是把小偷逮
住， 在众人合力帮助下扭送到派
出所。

娘平时说话声调不高， 但很
恳切 ， 能说到点上 ， 讲到心坎
里， 不管是表扬还是批评， 都让
人心里舒服。 以前， 我家的邻居
经常因婆媳关系不和、 兄弟关系
矛盾等发生口角。 为了邻里能和
平共处， 娘购买了 《法律常识读
本》 等书籍， 自学法律知识和调
解技巧。 每当村里发生纠纷， 娘
就主动去调解， 从法理情理到邻
里， 讲法规讲家史讲友情， 通过
耐心细致地思想工作， 当事双方
实现了从对抗冲突到握手言和。
久而久之， 娘成了村里的义务调
解员， 我家还收获了县里颁发的
“普法先进家庭” 奖牌。

娘的心里永远装的是别人，
替他人着想 ， 只讲奉献不图回
报。 娘常说， 人心都是肉长的，
你不占别人的便宜， 别人也不会
占你的便宜。 在利益面前， 娘从
不与人争。 时间长了， 与娘交往

的人， 都会自觉互让三分。 每当
农闲时节， 七邻八舍都喜欢到我
家串门， 与娘拉家常， 听娘讲道
理。 每当遇到不顺、 受到委屈，
都愿跟娘说、 听娘劝， 请娘出主
意帮助打开心扉、 化解积怨。 好
些人是带着怨气来 ， 满面笑容
走。 慢慢地我们村敬老爱幼的多
了， 邻里关系和谐了， 兄弟情分
加深了， 向上向善、 团结和谐氛
围日渐浓厚。 多年来， 我的家乡
没有发生治安问题。

娘认为， 自己的事， 再大都
是小事， 工作的事， 再小都是大
事。 去年我转业回地方工作成了
综治人。 娘时常提醒我， 农民的
孩子有份工作不易， 咱要珍惜综
治岗位，让工作出色出彩。她经常
提醒我遵守纪律规矩， 守住红线
底线，踏实干净做事、清白老实做
人。 娘是这样要求的， 更是这样
做的 。 她患心脏病经常疼痛难
忍， 打电话时总是报喜不报忧，
目的是不让我分心走神， 能尽快
熟悉工作，进入状态，干出成绩。
这是娘的心愿， 更是娘的爱护。

20多年来， 娘从不与别人谈
我工作， 即使偶有托情也会婉言
回绝 ， 从来不给我派 “任务 ”。
有了娘这道 “防火墙”， 这些年
我才能安心工作和生活。

我娘和许许多多综治人的娘
一样 ， 她们热爱社会 、 关爱他
人、 爱护子女， 她们用朴素的语
言， 无声的行动， 传承着中华民
族的美德。

娘的突然离世， 成了我永远
的痛。 但娘给我以力量， 激励我
奋进。

大学毕业后， 我来到乡下的
一所小学支教， 担任二年级一班
班主任。 我支教的第一个六一儿
童节前夕， 班上的孩子们下课后
在一起叽叽喳喳讨论儿童节那天
去哪儿玩？有的同学说，父母带她
去城里游乐场坐摩天轮。 有的同
学说， 父母带他去城里吃大餐。
只有李晓沉默不语， 一言不发。

我问李晓： “你的儿童节怎
么过啊？” 不待李晓回答， 别的
同学就抢先答道：“他还能怎么过
呀，到山坡上去放牛呗！ ”同学们
一起哄堂大笑起来，李晓的脸也
变得通红。 事后，我才了解到，李
晓是一名留守儿童， 父母常年在
南方工厂打工， 他和爷爷奶奶一
起生活。 因为李晓的父母一年中
只在过年时才能回家一次， 因此
李晓只在春节的十几天里才能和
父母在一起。因此，在李晓的童年
里， 根本就没有儿童节的概念。

每到儿童节那天， 学校放一
天假， 懂事的他便替花甲的爷爷
到山上去放牛。 当儿童节假期结
束， 同学们在班上高声谈论父母
带着他们去了哪儿玩、 都玩了什
么、 吃了什么时， 李晓眼中总是
流露着艳羡和向往。

了解李晓的情况后， 我的心
情很沉重 。 晚上 ， 父母打来电
话， 问我六一这天回不回家。 我
想了想， 回答道： “我有事， 就
不回去了。” 就在那一刻， 我决
定要带李晓去城里陪他过六一儿
童节。 我把要带李晓去城里过儿
童节的决定和李晓说了， 小家伙

一脸惊喜， 连声说： “老师， 你
说的是真的吗？ 是真的吗？” 我
郑重点点头说道 ： “是真的 。”
我还特地去李晓家征询李晓爷爷
奶奶的意见。 两位老人听了后，
连连感谢。

儿童节那天早晨， 我带着李
晓坐上了去市区的班车 。 一路
上，李晓兴奋得说个不停。到了城
里，李晓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一双眼睛都不够用了， 看到什么
都觉得新奇，不停地问这问那。李
晓说，这是他第一次进城。 那天，
我带着李晓去游乐场坐了摩天
轮， 骑了旋转木马……我用相机
抓拍了他每一个开心的瞬间。

从游乐场出来， 李晓问我 ：
“老师， 你能把给我拍的照片洗
出来几张吗？ 我想把它们寄给在
南方打工的爸爸妈妈， 让他们也
替我高兴高兴。” 我摸了摸李晓
的头， 说： “当然可以。 我们这
就去照相馆洗照片。” 洗完照片
之后， 我带着李晓去参观了科技
馆， 科技馆里的磁悬浮列车、 能
源穿梭机等模型让李晓充分领略
到了科学世界的奇妙。 从科技馆
出来后， 我又带着李晓去吃饭。
最后， 还去商场给李晓买了一双
漂亮的凉鞋……在返回学校的大
巴车上， 李晓告诉我， 这是他有
生以来度过的最快乐的儿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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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留守儿童
过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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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难忘忘六六月月樱樱桃桃甜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