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 《万物皆有欢喜时》

■图片故事

“生命就是不停地开始 ，
只有过程， 没有顶点。 你必须
经历很多个夜晚， 为此， 你应
该多准备一些灯盏。 学会把灯
高高地举起， 不仅照亮自己的
夜晚， 也为远处的另一位夜行
者提示路的存在……” 在 《对
孩子说》 这篇散文中， 当代著
名作家、 散文家李汉荣向孩子
娓娓讲述了为人处世的一些方
法， 以及如何对待土地、 生命
和真理 。 这些话语如沐春风 、
循循善诱， 丝毫不让人觉得有
说教之感。 其实， 在孩子成长
的过程中， 亲子之间免不了交
流， 但有些孩子对于父母的苦
口婆心往往不屑一顾。 其根源
就在于， 我们的沟通方式让孩
子们觉得压抑， 甚至认为这是
父母在强行安排他们的未来。

如果我们都能像李汉荣一
样放低姿态， 以朋友的立场与
孩子们交流， 我想所谓的代沟
将不复存在。 在李汉荣的作品
中， 我们处处都能感受到强烈
而饱满的生命意识。 帮助一只
鸟、拯救一只溺水的蝴蝶、友爱
地抚摸一只羊的瘦脸、 翻书时
同情地注视一粒在纸页间穿行
的小小书虫、 在原野上认真地
为一朵不知名的野花取一个美
丽的名字———这是李汉荣的万
物世界， 也是他对待自然万物

始终葆有的赤诚善良的热心 。
正如作家陈忠实所言，“我可以
想象那肥胀的绿豆荚、 跃上墙
头的小公鸡的第一声啼鸣。 生
命的感悟和生命的升华， 生命
深层体验中的独特的领受 ，毕
竟成为独特而又清新鲜活的吟
诵，自成卓尔不群的绝唱。 ”

李汉荣著有 《家园与乡
愁》 《河流记》 等， 其作品长
于想象， 灵气飞扬， 文笔生动
活泼， 富于诗意和哲思。 他灵
动的笔触， 为我们写尽万物之
美， 诉尽万物之情， 揭示了生
命的真谛。 他最新出版的 《万
物皆有欢喜时 》 文字温暖纯
净， 分为 “万物有灵且美” 等
六 辑 ， 收 录 了 《城 市 鸡 鸣 》
《与植物相处 》 等六十多篇经
典散文作品 。 作者书写母性 、
乡村、 山水田园、 古老中国和
渐行渐远的历史背影， 如诗如
画一般的语言， 汩汩流淌的万
物生灵， 天马行空的丰富想象
力， 为我们勾勒出一个栩栩如
生的诗意世界和灵性世界， 窥
见那天长地久的生命蕴藏。

李汉荣用现代语来书写被

现代都市掩埋的乡村童话， 从
温情的土地上捡起了失落的文
明 。 以 《喜鹊 》 这篇文章为
例， 作者用幽默风趣的文字为
我们讲述了喜鹊名字的由来 、
外形和啼鸣， 以及乡亲们与喜
鹊之间的深厚感情。 “它更像
一个能说会道的小媳妇， 很真
诚， 又有点轻薄， 心里藏不下
什么秘密， 总要抖出来才能安
静地过夜。 新巢筑起来， 它报
喜； 女婿回家了，它报喜；分娩
了 ，它报喜 ；孩子满月了 ，它报
喜 ；孩子分家了 ，它报喜……”
作者由衷地感叹道 ，“喜鹊 ，你
这纯真的鸟儿， 你继承并保存
了乐天的性格， 你相信只要天
空还有白云和彩虹， 生活就不
会总是灰色的。”

李汉荣的文字里处处是作
者敏锐的心， 读他的文字便是
听音 ， 便是览画 ， 更是读心 。
作者告诉我们， 不要抱怨社会
太过喧嚣、 浮躁， 许多人只是
不经意被现代文明的烟尘遮蔽
了双眼， 只要去发现， 世界还
有一些宁静的角落， 人可以和
山川草木、 万物生灵共栖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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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慰藉与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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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务正业”的红马甲

6月一过， 农家地里的玉米
全都熟了。 这不， 早上、 中午或
者傍晚， 只要不下雨， 老娄就时
不时地去门口张望两眼。

老娄今年84岁了， 家里有一
片玉米地， 面积虽不算大， 但除
了拿来自己食用外， 也能卖一些
钱贴补家用。 不过， 你若足够留
心， 就能发现， 其实他看的不是
地里的玉米， 而是门口的路。 他
好像在等待， 等待着谁的出现。

看着老娄天天在门口翘首以
待，几乎都快要把秋水望穿。与他
相熟的邻居便同他开玩笑：“老娄
啊，你是在等去年来的那些人吗？
你说你们非亲非故的， 人家帮你
一次两次已经很好了， 哪能年年
都来？”

老娄说 ： “会的 ， 一定会
来。” 老娄之所以这么肯定， 是
因为这些人坚持做这件事情已经
很多年了。

老娄是低保户家庭， 妻子比
他小三岁， 患有眼疾， 他们虽然
育有两个孩子， 但是智力上都存
在缺陷 ， 基本上给家里帮不上
忙。 老娄年轻时身体健朗稍微还
好一些， 如今随着年岁的增长，
体力越来越差， 对于田间的农活
也就愈感吃力。

大概四五年前， 老娄家里来
了一群陌生人， 他们穿着红色的
马甲， 马甲上印着 “国家电网红
船共产党员服务队” 的字样。 他
们告诉老娄， 说来免费帮他种玉
米， 玉米成熟时还可以以义卖的
形式帮他进行销售， 所得的钱一
分不留， 全部给他。

这不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吗？
最初的时候 ， 老娄心里是怀疑
的， 总觉得太不真实了， 担心里
面另有文章 。 他说自己考虑考
虑， 这些人走后， 他同自己熟悉
的邻居说起这事， 邻居们也都觉
得不可思议 ， 这让老娄更犹豫
了。 后来还是村里的工作人员出
面 ， 告诉他来的这些人都是党
员， 而且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志愿
服务已经很多年了， 其中一名还
是劳动模范， 做过很多好事， 帮
助过很多人， 绝对可以放心， 老
娄这才半信半疑地点了头。

让老娄大感意外的是， 这些

穿着红马甲的人不仅来了，翻地、
挖坑、在地里种下玉米苗，而且还
种得很好。到了玉米成熟的时节，
他们如约而至， 除留下部分供老
娄一家日常食用外， 其余的全都
掰下装好，称过分量一一记好，然
后就急匆匆地走了， 说卖完再过
来。老娄也不知道他们能卖多少，
但当夜幕降临时， 有两个穿红马
甲的人再次来到老娄家里， 将钱
递到老娄手中。老娄都呆住了：好
几百斤啊，这么快便卖光了！

打那以后， 这些 “红马甲”
年年都来。 慢慢地， 老娄也与他
们熟悉了起来， 闲聊中， 知道那
个皮肤有点黑的叫胡群丰， 头发
有点稀松的叫王军浩 ， 修过电
灯， 也救过人， 知道他们这个团
队里有60后、 70后， 也有80后和
90后 ， 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身
份： 共产党员。

说句实在话， 老娄不是没有
担心过 ， 因为无论给自己种玉
米、 掰玉米还是卖玉米都不在他
们的工作范围之内， 而且他们应
该也是挺忙的， 这从他们每次都
是趁着节假日或者早中晚的非上
班时间才来可以得知。 从某种角
度来说， 这也算是 “不务正业”
吧———谁能保证他们有一天就不
来了呢？ 但这些红马甲总能以自
己的行动打消老娄的疑虑。

有一次老娄在报纸上看新
闻， 才知道这些 “红马甲” 干过
的 “不务正业” 的事情不止给自
己种地这一桩， 他们还时常参加
无偿献血， 免费给老人修灯修电
器， 甚至跑去几千里外的雪域高
原， 给那里的人提供帮助。 这让
老娄不由得对他们肃然起敬。 老
娄心想， 怪不得他们叫红船共产
党员服务队， 那种不求回报的无
私可不与电视里说的红船的奉献
精神一样吗？

想起了这些事情， 老娄忽然
为自己先前的迟疑感到有些羞
赧。

约过了五六日， 那些 “红马
甲” 又一次如约而至。 他们的态
度还是那么热情， 做事还是那么
细心， 身上的红马甲还是那么闪
耀。 老娄觉得， 这就是自己心里
“共产党员” 该有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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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高中毕业那年， 班上有
个同学入党了。 记得他站在党旗
下宣誓， 满脸自豪， 让我们羡慕
不已， 不由得想起自己入队、 入
团时的那份欣喜。 从那时起， 我
特别希望有一天也能成为一名共
产党员。

后来考上大学， 出于对文学
的热爱， 我成为了一名通讯员，
并当上了校刊编辑。 做通讯员的
工作期间， 最令我高兴的莫过于
获得了许多学习的机会， 使我的
思想更加成熟。 每月通讯稿的素
材都来源于学院大大小小的活
动 ， 其中党日活动是必不可少
的， 就这样， 我成了支部党课的
旁听生。

学校党支部经常上党课， 通
过听书记讲党课， 我对中国共产
党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 于是，
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 我递交了
人生第一份入党申请书。 此后，
我以一个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
己。

有一天， 我接到学校党支部
的通知， 要我参加入党积极分子

培训， 培训前一天晚上， 我兴奋
得睡不着觉。 三天的培训让我获
益匪浅， 加上自己之前对党的知
识的储备， 在结业典礼上， 我洋
洋洒洒写了一份五千字的培训总
结， 表达了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
深刻认识。 那天， 我获得了入党
积极分子培训证书， 喜悦无以言
表。

遗憾的是， 入党积极分子考
察期还没过， 还没来得及成为一
名预备党员 ， 我就从学校毕业
了。 接着辗转找工作， 入党的事
便没有了下文。

2017年， 我回到家乡当了一
名乡村教师， 投身于家乡的教育
事业 。 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
师， 一直也是长辈的心愿。 记得
父亲送我上大学那天 ， 他跟我
说， “国家培养你不容易， 你要
珍惜， 努力学习文化， 毕业后去
国家需要的地方工作， 哪怕在乡
村当一名老师也很好。”

我当时震惊于在农村种地一
辈子的父亲 ， 竟然有这样的觉
悟， 他并不希望我给家里多大回

报， 只希望我好好回报祖国。 这
就是一位朴实的父亲最朴实的愿
望。 父亲虽不是党员， 但受党员
爷爷和大伯的影响， 艰苦朴素，
也常常发挥率先垂范的作用， 尤
其是在他当队长时， 冲锋在前，
为村里办了很多实事。 我在思想
认识上的进步， 很大程度都受父
亲的影响。 这一年， 我重新写了
一份入党申请书。

2020年， 我成为了一名预备
党员。 “我入党了！” 当我把这
个消息告诉父亲时， 他脸上露出
了欣慰的笑容。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 我即将通过党支部对预备
党员一年的考察， 宣誓成为一名
真正的共产党员 。 党的百年华
诞， 国强民富， 验证了中国共产
党的正确领导。 在党的领导下，
我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为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自己的努
力。

党一百岁， 我的党龄一岁，
虽跨越百年， 但我们都是奋斗正
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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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我的入党故事”
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恰是风华正茂。 无论你的党龄40

年、30年、20年……不管时光怎么流逝，岁月如何变迁，当你想起入党宣誓的场
景，是否依然热血沸腾、心潮澎湃 。 你还记得你入党时的难忘故事和感人情节
吗？ 你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光荣经历是怎样的？ 你是怎样践行党的宗旨履行党
员义务的呢 ？ 为展现首都职工在党的领导下守初心担使命的生动故事，即日
起，本报面向全市职工开展“我的入党故事”征文征集。 字数800字以内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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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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