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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认领爱心斑马线点赞
□刘冬花

■青春岁月

文明， 无处不在， 无处不
体现。 由北京日报社与首都文
明办、 团市委、 北京市直机关
工委、 北京市交管局 、 北京
市交通委共同发起的 “礼在
北京 ， 让出文明———认领爱
心斑马线” 活动， 得到了社会
各界的积极响应， 受到舆论的
关注。

志愿者上岗， 与文明引导
员、 交警、 协管员等一起维护
路口秩序， 后续更多单位、 个
人认领更多斑马线， 是社会对
这种文明创意活动所产生的社
会价值的认可。

个人认为， 认领爱心斑马
线， 其重要意义在于成为一名
志愿者、 参与其中、 共同维护
交通秩序时体现出的社会责
任。 认领一条斑马线， 认可的
是一份社会责任！

城市， 一个重要的特征是
交通四通八达、 出行便利。 以
斑马线这个交通标志为代表的
城市交通秩序， 很大程度上体
现着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 更
多市民的文明素养。 与这种文
明相悖的， 是屡屡发生在斑马
线前的闯红灯、 随意穿行等交
通陋习。

影响交通秩序甚至造成血
淋淋的交通事故之余， 更多人
对遵守交通秩序有了更深的认
可。 一个不容忽视、 或者说被
为数不少的人所认可的， 是认
为维护交通秩序是交管部门的

事情。 这种不是自己的 “分内
事儿” 的思想 ， 在很大程度
上 成 为 发 生 在 斑 马 线 前 的
不 文 明 行 为 的 思 想 基 础 ，
也成为交通事故产生的思想
根源。

发起 “认领爱心斑马线 ”
这样的文明创意活动， 让更多
普通人以一名志愿者的身份参
与到交通秩序维护， 从交通秩
序的遵守者转变为交通秩序的
管理者这样的角色变化、 换位
过程， 对个人来说是从管理者
的角度意识到交通秩序的重要
性， 对斑马线就是生命线、 规
矩线有了更深的认知。

另一方面， 当更多的路口
被认领、 更多人参与认领活动
中的时候， 更多人遵守交通秩
序、 文明出行、 礼让守序也就
成为了现实。

交通秩序是公共秩序之
一。 通过这样的文明创意活
动 ， 吸 引 更 多 的 人 参 与 其
中 ， 多少斑马线被认领、 多
少人参与其中已经不是 最 重
要的事情 。 更深远的意义 ，
在于通过这样的认领活动， 激
发更多人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
热情。

认领一条斑马线， 其实是
认可一份社会责任。 发动更多
社会力量参与活动， 意味着更
多人的社会责任被激发。

点赞， 为 “认领爱心斑马
线” 点赞！

母亲托老乡给我捎来一双老
棉鞋。

我打开包裹时， 发现鞋子里
塞了一张纸条 ， 上面画一件棉
袄， 两床叠在一起的棉被， 还有
几粒用斜线划去的药丸。 纸上的
铅笔画， 隐约有多处反复擦拭的
痕迹。

我仿佛看到母亲僵硬龟裂的
手， 握着细细的铅笔和橡皮， 一
次又一次 ， 不停地画着 、 擦拭
着。 我的眼角不觉潮湿了， 心里
一阵阵酸楚。

老乡拿过画纸一看， 很是不
解地问我： “你妈妈这是画的什
么啊？”

我哽咽着解说： “我妈讲 ，
天气冷了， 要多加些衣裳， 晚上
盖两床被子， 记得睡觉前掖好被
角， 不要着凉感冒了。”

他听后 ， 万分惊奇地望着
我， 说： “这么简单的画， 你竟
然能懂你妈妈的意思？”

我心中五味杂陈， 告诉他 ，
像这样的 “信 ” ， 母亲曾经也
“画” 过。

高三那年， 为了能多些时间
在学校复习功课， 我两个月都没
有回过家。 母亲便托到镇上赶集
的乡邻送来生活费。 乡邻临走时
递给我一张很小的纸条。

当时， 正是课间， 走廊里挤
满了同学。 我看着纸条， 一个家
住镇上的调皮男生飞 快 地 掠 过
我身旁 ， 从 我 手 中 抢 走纸条 ，
跑到教室， 站在讲台边打开了，
他神情怪异地看了几秒， 随后向
我扬起纸条， 嘲笑地喊道： “你
妈画的是什么东西啊？ 你妈不识
字呀！”

顷刻， 我脸颊通红， 迅速地
奔上讲台， 抢过纸条， 看见上面
画着： 一个苹果， 一个鸡蛋， 一
头猪， 还有一沓人民币。

刹那间， 泪水止不住了。 我
怎么也没想到 ， 大字不识的母
亲， 居然会想出用这样一种方式
来告诉我： 家里有钱， 在学校不
要苦着， 多吃些水果和鸡蛋， 到
食堂多买些荤菜……

当我把信 “读” 给同学们听

时， 包括抢我纸条的那个男生在
内， 很多同学眼睛都湿润了。 平
日沉默不语的一个男生吼道 ：
“为了乡下那些不识字的母亲们，
我们更应该珍惜时光 ， 发奋读
书！” 教室里一阵沉默 ， 大家悄
悄地把头埋进书本……

其实， 在贫瘠闭塞的乡村 ，
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 围着灶台
操 持 家 务 的 母 亲 们 ， 她 们 大
都 不 识字 。 她们生活的全部 ，
除了一家老小， 就是鸡鸭田地。
屋里屋外 ， 穿着儿女不要的旧
衣， 挑水砍柴挖地种菜。 寒来暑
往， 清晨， 第一个起床， 烧饭盥
洗。 夜晚， 最后一个睡下， 缝补
衣袜。

转眼， 时光一去好多年， 早
已事过境迁； 可那个调皮男生，
一句不经意的话， 却至今让我耿
耿于怀， 为目不识丁的乡下母亲
心酸难过。

如今， 再次看到这样的 “画
信 ”， 我的心依 旧 被 一 股 暖 流
搅得汹涌澎湃 。 在岁月的长河
里， 总有一种强大的信念始终支
撑着这些最淳朴 、 最善良的母
亲， 历经千辛万苦， 飞越千山万
水， 也要将一份牵挂和爱送至儿
女们的心间。

文明我先行
礼让斑马线

■家庭相册

秋色老梧桐。 当梧桐老得衔
不住一片叶子 ， 秃了顶 ， 豁了
牙， 也就立冬了。

但时间却没慢下来， 母亲也
有她忙不完的活。 最重要的活是
她的宝贝庄稼： 没有收回家的，
要抓紧收回家； 没有归仓的， 要
抢着归仓。 对于母亲， 庄稼就如
同她的孩子 ， 到了该回家的时
间， 一刻也不能晚， 晚了她就心
急， 会心疼， 寝食难安。

红薯最懒， 顾自蜷缩在泥土
里睡懒觉， 哪管秋去冬来。 待到
秋霜煎焦了绿叶 ， 红薯上了甜
粉， 就要收回家了。 在母亲的指
挥下， 一家人兵分两路： 父亲挖
地窖， 母亲、 姐姐和我掏红薯 。
红薯太娇气了 ， 不能有一丁点
伤， 否则就会坏掉。 所以， 母亲
很少让我动手掏 ， 她怕伤了红
薯， 更怕伤了我。 在她眼里， 我
是最金贵的红薯。

红薯入窖， 封上窖口， 母亲
才长出口气： 不怕了。 她怕什么
呢 ？ 几十张围着她要吃要喝的
嘴———我们的， 家禽的。 有了红
薯， 就是再冷的冬天， 她也有底
气， 就像有了我一样。

我是 “计划外” 的， 有三个
姐姐。 为了生养我， 家徒四壁，
三姐还被送养了 。 当看我是男
孩 ， 母亲终于长出口气 ： 不怕
了！ 在她生命里， 我是那个让她
最有底气的红薯。

侍弄好红薯， 接着要打理玉
米。 玉米是长不大的孩子， 你不
“脱 ”， 玉米粒就永远趴在棒瓤
上， 不愿下来。 这可不行， 棒瓤
腐朽了 ， 不能再护着玉米粒过
冬。 母亲明白， 所以总是督促父
亲， 把玉米粒 “脱” 下来， 晒掉
水分， 扬去杂屑， 颗粒归仓。

玉米进了袋， 沿墙角垛好 ，
母亲枕着玉米 ， 喘口气 ： 放心
了。 这话她也曾对我说过。

那年我刚考上大学 ， 要离
家去读书 。 我从没想过 ， 因为
懵懂无知的我， 母亲的心一直悬
着。 但我知道， 因为我的懂事努
力 ， 母亲的心才得以安稳 。 或
许， 我也是母亲的玉米， 直到我
能独立远行， 她才放心， 像储藏
玉米一样， 把我用往事装好， 放
在枕头下。

如今， 母亲老了， 老得都侍
弄不好那些庄稼了。 农忙时， 她
就让我回家帮她。 一直， 母亲都
储藏着秋天， 过去是为了全家的
生计； 现在是为了等我回家， 换
一种名义团聚。

我抢过母亲的农具 ， 掏红
薯、 脱玉米、 扬杂屑。 虽然干得
游刃有余 ， 但也免不了蓬头垢
面。 洗完澡， 我像儿时一样， 跟
在母亲身后 ， 让她找换洗的衣
服。 母亲的衣柜竟储藏着我全部
的历史！ 那些旧衣服， 从我呱呱
坠地到长大成人 ， 都被母亲熨
平， 往事一样安静躺着。

我说 ， 都不能穿了 ， 咋不
扔掉 ！ 母亲笑笑 ： 留着吧 ， 你
们长大都走了， 只有它们能天天
陪着我， 看着它们， 就感觉你们
都还在……

“冬， 终也， 万物收藏也”。
立冬， 就是开始收藏万物吧。 那
些庄稼和子女一样， 都是母亲人
生最有底气、 最踏实的收获。

□□葛葛亚亚夫夫 文文//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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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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字 信
□汪亭 文/图

母亲的收藏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