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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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爱的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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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区市场监管局

多措并举推进创卫工作

□□李李洽洽

清清明明念念母母
□□钟钟芳芳

深深入入探探寻寻鲁鲁迅迅精精神神要要义义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刘乔兰

对于与母亲交集的 35年岁
月， 我不单单只是回忆， 更多的
是对这段岁月当中某些片段的深
深怀念。 对于母亲生我之前的青
葱年华， 虽不曾交集， 但在成长
过程中透过母亲的言传身教以及
一些老物件， 也逐渐窥得一个依
稀的轮廓。 这些零零碎碎的片段
和轮廓逐渐融合起来， 母亲似乎
就在眼前， 仿佛伸手可及。

我从老相册里看见少年时的
母亲， 那是数十张拍摄于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的黑白照片， 母亲大
都梳着麻花辫、 衣着简洁朴素。
母亲下过乡， 她时常津津有味地
向我讲起下乡的经历： 晚上回农
场途经墓地时的忐忑、 当上农场
广播员时的喜悦、 想家时的愁苦
与自我安慰、 战友做恶梦时她的
劝导与安抚……

青年与中年的母亲充满干劲
儿与韧劲儿， 与父亲一道， 为了
这个家而马不停蹄地忙碌着。 上
世纪九十年代初， 母亲从国营机
械厂辞职， 到了私企工作。 从我
记事起， 就知道母亲那时白天上
班， 晚上则去夜校充电， 当下课
后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 她的
手中依然拿着学习资料继续温

习。 后来， 为了贴补家用， 母亲
又与好友一道， 起早贪黑地做起
了服装生意。

伴随着母亲的拼搏岁月，我
也逐渐长大了。我是独子，母亲一
直对我寄予很大的期望， 在我成
长的关键阶段辞职做起了全职妈
妈。 于是，早晨的白粥和煎蛋、晚
上热腾腾的饭菜、 夜间自习时书
桌悄悄放上的一杯热茶， 成为了
我记忆中的标配。 母亲对我的学
习尤其上心， 她希望我能考上大
学， 也多次对我说起她未能上大
学的遗憾。到了假期，母亲会带我
去海边、去公园、去看桂林山水甲
天下、 去爬鼓浪屿的日光岩……
但母亲对于我绝不是过度的保护
和溺爱， 而是始终秉持着一种宽
严相济、张弛有度的教育方式，给
予我无微不至、润物无声的养育。
而母亲， 也在日复一日的磨蚀之
中被悄悄刻上了岁月的痕迹。

大学毕业后， 我去了外地工
作， 而母亲也从中年渐渐迈向了
老年。 我常年在外， 忙起来很少
致电给她 ， 大多是她打电话给
我 ， 而她 ， 也变得唠叨起来 ，
“吃饱了吗？ 要记得穿暖， 什么
时候可以回家……” 不断的叮

嘱、 吩咐成了我们之间的聊天方
式。 而那时的我， 都是匆匆应付
几句后就结束通话。 现在回想起
来 ， 那种来自最亲之人的 “啰
嗦”， 我却再也得不到了。

每次我休假回家， 母亲总会
异常兴奋， 早早准备好我喜欢的
饭菜迎接我 。 而我离家远行之
时， 母亲只是静静地看着我收拾
行装， 用保温杯泡好一杯热茶悄
悄塞在我的包里 ， 微笑着问一
句 ： “下次回家是什么时候 ？”
然后靠在家门口目送我离开。 我
知道， 其实她是不舍的。

在岁月的催促下， 母亲没能
给我留下更多可以忆念的片段，
由于病魔的摧残， 她的生命永远
定格在了62岁。 老舍曾说： “人
失了慈母就像花插在瓶子里， 虽
有色有香， 却失去了根。” 在我
的忆念里 ， 母亲的头发依然乌
黑， 我的双手依旧稚嫩， 牵着母
亲的手紧紧不放， 我似乎永远都
是那个背着书包的少年读书郎，
而母亲， 似乎永远都是那个在炊
烟里翘首倚门待我归家的娘， 一
刻也不曾远离。

人生流水， 岁月轮回， 今又
清明， 思念母亲！

记忆中， 小时候的冬天特别
寒冷， 家住四面环水的小镇， 常
因天寒地冻， 河流冰封， 轮船停
航 。 深夜 ， 寒风凛冽 ， 霜冷刺
骨， 母亲带着我们， 行走在宽宽
窄窄、 弯弯曲曲的幽深小巷。

母亲是小镇布厂的挡车工，
上班三班制， 车间里她要挡四台
织布机。 下夜班后， 她到托儿所
把已熟睡的我和大妹带回家。 身
后背兜里， 是一岁多的我， 胸前
一只手抱着刚出生几个月的妹
妹， 另一只手打着手电， 胳膊上
挎着她缝制的蓝色棉布包， 里面
装着饭盒和婴儿用品。

辛苦工作半夜的母亲， 饥寒
交迫。 从布厂到家， 转弯抹角有
近四里地， 她越走越慢， 实在走
不动， 就倚在黑暗墙角背风处歇
口气。 有时， 妈妈的手冻僵没知
觉， 胸前抱着的妹妹往下滑， 母
亲就用牙齿死死咬住妹妹棉袄的
前襟。 风里雨里、 霜里雪里、 白
天黑夜 ， 母亲把我们从家带到
厂， 再从厂带到家， 一天天， 我
们渐渐长大。

酷热难熬的夏夜， 上完白班
的母亲让我们睡在院子里的木门
上， 那是卸下的两扇堂屋门用凳

做成的床。 她坐在床上中央， 手
拿着芭蕉扇为我们驱蚊扇风。 记
得有个夏夜， 我翻身时看见母亲
深夜仍坐着， 上身弯曲， 头伏在
屈起的膝盖上， 手里的扇子仍在
轻轻挥动。 母亲为了我们， 就这
样整夜蜷缩着， 要晓得第二天，
她还要在织布机震耳欲聋的轰鸣
中， 站着工作八小时。 母亲手拿
扇子蜷缩的形象， 深深刻在我脑
海里 ， 那是一尊伟大母爱的雕
像！

随着我们逐渐长大， 吃饭穿
衣上学等经济负担越来越重。 母
亲省吃俭用让我们上学读书， 买
书本、 文具从不吝啬， 总嘱咐我
们好好读书。 母亲聪明能干， 会
绣花、 盘扣、 裁剪， 做一手的好
针线活， 却因家贫未能上学。 过
年时 ， 她舍不得为自己做件新
衣， 总是穿那件洗得发白的湖蓝
布罩衫， 却为我们每人做一件新
衣裳， 扎鲜艳的头绳， 把我们打
扮得漂漂亮亮。

从学校毕业后 ， 我参加工
作， 被分配在离家二十多里远的
乡村。 有年秋天， 家在农村的同
事们请假农忙， 我一个多月未能
回家。 母亲想我， 竟在一天下午

下班后， 一个人带着手电， 还有
我爱吃的一大搪瓷杯小鱼煮咸
菜， 走了二十多里乡间小路， 直
到天黑才到了我单位。 我喜出望
外 ， 想请她到村里小馆子吃顿
饭， 住一宿再走。 她坚决不肯，
“来不及吃饭， 你爸你妹在家等
着呢， 明早我还要上早班， 不能
迟到！”

从小镇到乡下， 途中要过一
条水流湍急宽阔的大河， 我知道
不能耽误， 把母亲送到村口， 她
就不让我再送。 看着母亲打着手
电， 瘦弱的身躯， 晃晃悠悠消失
在空旷田野的深处， 泪水禁不住
哗啦啦流了下来。 那时的日子太
清苦了， 我宿舍里竟没有一块可
供母亲充饥的食物。 母亲就这样
饥肠辘辘在夜色中匆匆而去， 想
到此， 我就心痛不已……

再后来， 我有了家庭， 妹妹
也相继出嫁， 辛苦操劳半辈子的
母亲终于可以安享幸福晚年。 谁
料想， 积劳成疾的母亲， 却丢下
我们， 撒手人寰。

我跌入 “子欲养而亲不待”
的痛苦深渊。 每每想起一生苦难
的母亲， 唯有止不住的眼泪长流
不止……

鲁迅是现代文坛高山仰止
的存在， 其深邃的思想、 雄浑
的笔力、 超凡的艺术造诣， 为
中国文学注入鲜活的动力， 他
的为人为文， 始终值得后世敬
仰和学习。 著名人文学者钱理
群所著的 《钱理群讲鲁迅 》，
深入鲁迅博大的精神世界， 涤
去历史的尘埃， 生动呈现出一
个文坛大咖的崭新形象。

作为研究鲁迅的著名学
者， 钱理群力求从浩如烟海的
鲁迅作品中汲取思想光华，结
合相关史料， 客观公正还原一
个真实的鲁迅。在他看来，研究
鲁迅， 不能止于字面的简单解
析，要从文学的独创性、思想的
超前性以及精神源流上， 全方
位探究鲁迅成长的轨迹。 为什
么时隔百年， 鲁迅依然有着巨
大的魅力？他的思想，为什么还
能活在当下的中国？ 钱理群认
为，“文化深处”“国民性深处”
“人性深处”， 分别从文化、思
想、道德层面，展示了鲁迅精神
的本质内核。 这“三个深处”也
是鲁迅有别于其他作家的卓越
之处，他站得高、望得远，思想
穿透力、文学表达力无人能及。
以此作为考量， 把这 “三个深
处”钻研得越深、领悟得越透，
越是能体现出鲁迅的价值。

2021年， 钱理群在网上开
设了 《钱理群讲鲁迅》 栏目。
之所以要开设这个栏目， 缘于
疫情期间他又重新读了一些鲁
迅的著作， 有了新的体悟。 本
书对这些体悟作了全面梳理。
在钱理群看来， 正确理解和评
价鲁迅， 首先要解决好一些思

想认识问题 。 特别是当代青
年， 无论时代如何变幻， 要始
终如一地读鲁迅的作品、 研习
鲁迅的思想； 当代中国在前行
的漫漫征途中， 仍然需要鲁迅
精神的滋养， 这样的定论， 一
定要坚持。

他还从文学视角， 着重就
鲁迅一系列代表性作品， 分成
小说 、 散文 、 杂文等不同门
类， 作了专题讲解， 充分展现
出一代巨擘的文学魅力 。 书
中， 钱理群亦饶有兴趣地带着
我们回到鲁迅那个 “时代 ”，
热切讲叙着这位大咖顽强战斗
的一生， 探幽其精神之源， 解
析其思想之泉。 鲁迅是真的勇
士， 以其不妥协的精神， 毕生
追求光明， 成为中国的脊梁。
他既能时时剖视自己， 也能以
深刻的洞察力， 剖析着整个家
国和社会。 他通过一系列意蕴
深邃的文学作品， 深情地道白
“无穷的远方 ， 无数的人们 ，
都和我有关”， 表达出宽广的
济世情怀。 他还说 “世上本没
有路， 走的人多了， 也便成了
路”。 以此， 提倡韧性的战斗。
他教导 “唯有民族魂是值得宝
贵的， 唯有它发扬起来， 中国
才有真进步”， 真诚希望国人
坚守初心， 在不懈奋斗中实现
国家的繁荣、 民族的复兴……

鲁迅精神长存 。 新的时
代， 正确认识鲁迅及其精神，
很有必要。读懂他的作品，领悟
他的思想精髓，融会贯通，边学
边悟， 方能让鲁迅精神活在当
代，历久而弥新。这就是读罢本
书，带给我们的现实启迪。

为扎实开展全国卫生区创建
工作， 大力改善辖区食品卫生环
境， 提高全民共建意识， 营造良
好创卫氛围，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
食品药品安全协调科联合方庄街
道市场所， 坚持对标整改、 积极
提质增效、 持续靶向施策， 大力
推进辖区创卫各项工作。

一以贯之对标整改 以落实
好创卫工作为实践契机， 全力推
进各项工作落实， 选取方庄市场
为整改标杆， 严格对照创卫标准
查漏补缺， 充分发挥以点带面的
辐射作用， 以一以贯之的整改标
准和持续扩围的推进广度助力辖
区内企业整改质效持续提升。

双向发力提质增效 以应知
尽知为发力点， 针对疫情防控、
病媒生物防治、 食品安全、 控烟
等重点工作 ， 通过张贴宣传标
语、 发放宣传手册等方式， 提高
群众的参与度， 增强企业的遵从
度， 着力营造应知尽知的创卫宣
传氛围。 以应查尽查为提升点，

结合疫情防控、 接诉即办等重点
工作 ， 建立 “5+2” “白+黑 ”
工作模式， 对所有食品领域创卫
点位进行数轮拉网式大排查， 针
对存在的问题和漏洞， 按照责任
清单， 应查尽查， 对标整改， 确
保工作责任压在实处， 工作质效
提在明处。

“三个加强” 靶向施策 加
强食品安全整治。 全面完成食品
生产经营风险分级评定， 持续开
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行动， 规范
市场行为，推动行业自律。加强信
息公示监管。 督促经营主体在醒
目位置公示营业执照， 按照各环
节统一标准进行信息公示， 让辖
区内消费者真切感受到“看得见”
的安全和放心。 加强市场秩序管
理。依法查处无证无照经营行为，
深入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开展粮食市场秩序整治、 核酸检
测和疫苗收费、停车场收费、明码
标价等多项专项检查， 有力维护
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周小芸）

———读钱理群《钱理群讲鲁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