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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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我先行
礼让斑马线

抠门儿父亲的爱情
□刘亚华 文文//图图

□□樊樊德德林林 文文//图图

家的模样

你礼让斑马线了吗？
□赵业东

■家庭相册

前阵子回老家， 和母亲拉家
常， 她偷偷跟我抱怨， 说父亲把
钱看得太紧太严， 她想买什么东
西 ， 都需要三番五次向父亲申
请， 跟他一起生活， 没劲透了。
她还说， 她从来不知道家里有多
少钱， 现金和存折都是由老爸保
管着， 密码也不让她知道， 钥匙
也从不给她……看着母亲一脸的
失落与难过， 我也气愤不已。

在我的记忆里， 父亲是最大
男子主义的人， 家里的经济大权
一直由他掌管着 ， 一切大小事
情， 也都是父亲说了算。 为了管
钱 ， 父亲特意备了一个大铁皮
箱， 买了一把大锁， 从小到大，
他也没将皮箱大敞四开地让我们
看过。

每当我们需要钱， 父亲就从
裤腰带上解下钥匙， 打开大锁，

把皮箱支开一条缝， 在里面摸索
半天， 再拿出钱来给我们。 家里
来了客人， 买菜买水果， 母亲都
要向父亲要钱， 所以， 我们全村
上下， 以及所有的亲朋好友都知
道， 在我们家， 父亲 “钱” 权在
握， 是家里的 “霸主”。

父亲一向小气， 在用钱方面
极其抠门儿， 我也深受其 “害”。
小时候 ， 为了向他讨几块零用
钱， 非得磨破嘴皮他才肯， 要是
学校需要交费， 那更需要向他解
释N遍， 说明全班统一交费， 绝
对不是我拿着私用， 他才肯掏钱
出来。

在我们那个村子 ， 一般都
是女主人管钱管账， 所以， 我
对于这位 “账” 父， 很多年来都
不能理解， 也很厌烦， 人家都是
母亲管钱， 对孩子有求必应， 想

买什么就买什么， 想要多少钱就
给多少钱， 可我偏偏碰上一个独
揽经济大权的、 一毛不拔的铁公
鸡父亲！

听着母亲的抱怨， 联想到以
往种种 “不平” 待遇， 我更加义
愤填膺 ， 于是拉着母亲来到客
厅。 父亲正在看电视， 兴趣盎然
的样子 。 我鼓足勇气对他说 ：
“爸， 这么些年， 都是您在管钱，
这对老妈不公平吧？” 父亲疑惑
地望了母亲一眼， 显然， 他在寻
求我说此话的原由， 看是不是母
亲告的状。 母亲把脸别过一边，
装作没看见。 我继续说： “这么
些年， 老妈只负责做事， 没管过
钱， 您这种做法， 就是典型的大
男子主义。” 我的语气咄咄逼人，
生怕自己碍于父亲的威严， 说不
下去。

尽管母亲一直扭过头， 不看
父亲， 但父亲还是神情专注地望
着她。 好半天， 他才缓缓地说 ：
“你妈是个粗心的人 ， 又仗义 ，
对孩子也是毫无原则地溺爱， 我
是担心让她管钱， 辛辛苦苦攒下
的积蓄会被她散了出去， 我考虑
再三， 才没让她管钱。” 母亲的
脸白一阵， 黑一阵， 父亲顿了顿
又说： “男人的寿命一般都比女
人短， 我比你妈又大八岁， 身体
还老出毛病， 我猜想， 我定会走
到你妈的前面。 如果我不在了，
我想给她多留些钱， 让她生活有
些保障。” 老妈听了， 这才转过
头来， 咬紧嘴唇， 可我分明看到
母亲眼里闪烁着泪花。

这辈子， 估计父亲从不曾对
母亲说过 “我爱你”， 但是， 他
用实际行动告诉她：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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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在北京是一位机动
车车主， 遇到斑马线、 特别是
遇到有行人等待的斑马线， 你
会怎么办？ 鸣笛而过？ 还是缓
慢通过， 甚至疾驰通过， 会等
待吗？ 会主动礼让吗？ 可能不
少人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但
是， 今天不妨开始考虑。

近日， 笔者现场探访了46
个重点治理路口， 重点查看机
动车礼让斑马线及行人违法等
行为。 然而， 笔者在大望路重
点治理路口发现 ， 近三分钟
内， 只有行人已经走到车头前
面时， 车辆才会减速让行， 否
则就会见缝插针， 未见到社会
车辆减速、 停车礼让斑马线，
大部分是快速通行。 这样的问
题在北京 ， 乃至全国都不鲜
见， 绝不是个例， 而是普遍现
象。 究其原因， 不少车主遇到
过这样的问题， 礼让斑马线时
甚至会被后车不断的鸣笛催
促。 曾经有报道， 因为前车礼
让行人， 导致后车不满， 引发
了冲突现象。 路口秩序环境治
理的举措找准了当前城市交通
发展的问题症结， 立志于提升
城市交通文明 ， 但还任重道
远， 礼让斑马线这种文明交通
意识， 也可以说交通道德文明
素养的建立， 绝非通过一次环
境整治能够建立的。

在英国 ， 除了礼让行人
外， 车辆也会互相礼让， 英国
环岛较多且大多数没有红绿
灯， 环岛外的车辆会自觉礼让
环岛内车辆， 当车辆驶入高速
时， 后方车辆会自觉减速并用

车灯示意前方车辆先行， 英国
的交通发达有序， 交通文明也
高度发达。

当然， 也并不是只有国外
的月亮圆。 今年4月初， 古城
西安开展了城市道路治乱疏堵
专项整治活动， 滞留路口、 闯
红灯、 超越停车线、 在人行道
或网格线停车等候、 不礼让行
人等违法行为， 都会面临交警
的处罚， 处罚力度绝不仅仅止
步于劝说、 纠正， 收到了很好
的效果。

通过一次整治就能风清气
正， 当然不现实， 除了加大整
治力度外， 还必须进一步建立
完善交通规章制度， 织密 “天
眼” 的监督笼子。 近日， 北京
在东城区校尉胡同、 北京协和
医院西门安装了一块写有 “电
子警察监管 （违法鸣笛）” 的
黄色显示屏， 正式启动了首个
鸣笛抓拍系统， 可以说， 制度
在不断的完善中， 北京市交通
管理部门对城市交通的要求，
不仅仅满足于不发生事故、 保
证交通畅通上， 而是立足于国
家化大都市、 首善之区、 首善
标准建设高度， 不断提升北京
城市道路交通文明上 ， 可以
说， 符合北京城市规划、 北京
定位发展的新形势、 新要求。

当机动车驾驶员规矩意
识、 法治观念、 文明素养等自
律欠缺的时候， 必须用技术、
制度 、 执法 、 监 督 等 他 律 ，
来 提 升 城 市 的 道 路 交 通文
明， 约束规范驾驶员的驾驶行
为。 当他律逐渐转化为自律的
时候， 城市的交通文明将会蔚
然成风。

孩子 ， 那天放学后 ， 你问
我： “爸爸， 老师让我们画出家
的样子， 该怎么画呢？” 我想了
想， 打算告诉你怎么画。 但转念
一想， 还是给你画出来吧， 说的
太抽象， 你可能理解不了。

先画一个门楼。 大门是杨木
做的 ， 刷着红漆 ， 有一对铁门
环。 两个威武的门神分立左右。
门框上有副中国红的春联。 上联
是： 春回大地春光好春荣万物。
下联是： 福降人间福气浓福照千
秋。 横批： 人寿年丰。 这是你爷
爷用毛笔亲手写出来的。 每一个
方块字， 都带着他的体温， 饱含
着他对这个家的希冀与梦想。

推开大门， 门楼下面摆放着
许多农具。 锄头、 镰刀、 铁锹、
耙子等。 这是从前农村干活的工
具。 每件都是勤劳的象征， 都有
岁月的印迹。 上面顶过烈日、 淋
过暴雨、 经过霜雪、 浸满汗水，
洋溢着五谷的芬芳。

院墙是用青砖垒成， 环抱着
院子。 东墙上架着丝瓜秧， 西墙
上爬着蔷薇花。 墙根下种着翠绿
的薄荷 ， 鲜红的指甲花 。 在乡
村 ， 每一株植物 ， 都和咱人一
样， 一步一个脚印， 努力爬向生
活的高处， 去朝拜阳光， 积蓄内
心的力量。

院南边种有三棵桃树 。 春
天 ， 桃花绚烂 ， 如云似霞 。 秋

天， 果实累累， 坠得桃树都弯了
腰。 你看， 这些桃树多像你的
奶奶 ， 十月怀胎 ， 含辛茹苦地
拉扯大几个孩子。 自己在秋风中
白了双鬓， 驼了腰背， 却始终无
怨无悔。

西墙根儿那棵枣树老态龙
钟。 它是你曾祖父的父亲 （高祖
父） 亲手栽的。 现在每年还能结
满树枣子， 红润脆甜。 听你曾祖
父讲， 当年逃荒定居河南时， 咱
家已是四代单传 ， 人丁不够兴
旺 。 你 高 祖 父 希 望 子 孙 们 早
（枣） 生贵子， 开枝散叶， 将我
们这支血脉好好传承， 并生生不
息地延续下去。

东墙边是鹅圈 。 这些大鹅
不 但 能 下 蛋 ， 还能看家护院 。
爸爸小时候， 家里养了两头老黄
牛， 是你爷爷干农活的好帮手。
有天深夜家里招了贼， 正是靠着
这些大鹅的机警和勇敢， 牛才安
然无恙。

西墙边是猪圈。 是用树枝搭
成的， 上面铺满了茅草， 两头小
肥猪， 正在干草窝里睡懒觉。 前
些年， 家里用剩饭剩菜喂猪， 等
它们膘肥体壮时， 就可以卖钱，
补贴家用 ， 供上学开支 。 过年
时， 年猪肉更是饭桌上招待亲朋
的 “硬菜”。

接着要画正屋和陪房了。 正
屋是三间青砖瓦房， 是你爷爷奶

奶成家亲手盖的 。 每一砖每一
瓦， 都是你爷爷奶奶的血汗。 墙
上的相框很旧了， 上面的照片多
是黑白的。 每张面孔， 都深深打
上了时代的烙印。 那是我们的家
族史 ， 虽然命运多舛 ， 多灾多
难 。 但一家人对幸福生活的追
求， 却从未停止。

陪房也是三间瓦房， 有两间
是你曾祖父住的屋子， 有间是养
牛的屋子。 我曾在这里听长辈们
讲那些凄美的传说， 也曾在月光
的轻抚中安然睡去。 这里有我大
把的童年的时光， 美丽而忧伤。
屋子简陋朴素， 但是接地气， 冬
暖夏凉， 住着敞亮。 你曾祖父曾
告诫我们， 做人也要这样， 脚踏
实地， 心里亮亮堂堂。

孩子， 差点忘了， 我们正屋
的屋檐下， 还有小燕子用泥巴垒
的窝。 每年春风送暖时， 它们就
会准时从南方返乡， 在这儿生儿
育女， 一家团聚。 每当看到它们
幸福的样子， 我免不了会有些伤
感。 因为你的许多长辈已先后离
开了这个世界。 我们的团聚， 只
能在每年清明节的纷纷细雨里，
在每一个残缺不全的乡梦里。

孩子， 请你相信， 不管什么
时候， 金窝银窝， 都不如自己的
草窝 。 那是我们心灵永恒的归
宿， 那里有爱的种子， 也有幸福
的春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