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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马亚亚伟伟

———读《爱上中国：小故事读懂大中国》

□钟芳

宏阔绘制大美中国的崭新画卷

愿望的传递
□王晓伟

这次父母来城里小住， 我是
做好了让他们彻底搬来的打算。
父母年纪大了， 应该跟我一起生
活， 这次先适应一下。 我家房子
的面积足够大， 虽然是高层， 但
电梯方便， 三代人同住完全没问
题。

可是， 我发现父亲和母亲在
我家住， 总是无法彻底放松的样
子。 父亲走路都是轻手轻脚的，
生怕影响到我们。 这跟他的性格
完全不一样， 平日里他豪爽， 不
拘小节。 父亲有早起的习惯， 可
是跟我们一起生活后， 他不再早
起了， 怕起床的动静影响到我们
休息。 他每天早晨睡醒后， 在床

上躺着挨到我们起床后再起来。
母亲的肠胃不大好， 对饮食比较
挑剔， 可在城里住着， 她总说这
个吃着不错， 那个吃着也好。 家
里常备不少零食， 有父母最爱吃
的糕点， 但他们从来没有主动吃
过。

最明显的是有一次， 我和老
公在餐桌上大谈起 “七分饱” 的

好 处 。 我 不 经 意 说 了 一 句 ：
“爸， 妈， 你们岁数大了， 吃七
分饱就行。” 后来他们每餐都吃
得很少， 说已经七分饱了。 我竟
然没想到， 其实父亲的饭量很大
的。 直到偶然间发现父母早饭后
出去买玉米饼吃 ， 我才恍然大
悟。 父母反倒像做错事的孩子一
样， 支支吾吾地生怕我多心。

我明显觉得， 父亲和母亲在
我这里住着， 有种寄人篱下的感
觉。 我想起当年我上中学时在姑
姑家借住， 虽然他们一家人对我
都很好， 但我在那个家就是放不
开。 因为那是 “别人的家”， 不
是自己的家， 表姐表妹才是那个
家的主人。 如今父母大概也有类
似的感觉 ， 不能融入到城里的
家。 他们非常有界限感， 家里的

抽屉从来不会动， 洗衣服都不用
洗衣机， 坚持手洗。

可是， 这是他们女儿的家，
不应该如此啊 。 就算女婿是外
人 ， 但他脾气随和 ， 很容易相
处。 而且我们买房子的时候， 父
母支持了不少钱， 他们住着应该
理直气壮的。 我意识到， 应该想
办法让他们融入城里的生活， 彻
底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

后来 ， 家里大大小小的事
情， 我都跟父母商量。 有时我还
会刻意让他们去买些东西， 我觉
得为家里添置一些家什， 会有主
人的感觉吧。 我每天都会抽出时
间来陪父母聊天， 一家人围坐在
一起， 气氛温馨。

经过一段的努力， 我发现父
母依旧放不开。 他们依旧端端正

正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吃饭的
时候依旧小心翼翼， 关门的时候
依旧力求发出最小的声音……可
能他们觉得， 这里到底不是自己
的家。

而我每次回到父母的家， 都
觉得非常亲切。 我在父母家， 必
定要每个房间都转转， 而且我还
特别喜欢翻箱倒柜， 就像小时候
那样。 有时我 “搜出” 父母的存
折， 还会跟母亲说： “妈， 又存
钱啦！” 我在父母家呆着， 永远
都是最放松的， 窝在沙发上， 靠
在床头， 觉得又回到了小时候 。
父母的家， 永远是我的家。

父亲和母亲住了一段时间，
觉得不如在乡下自由， 他们想回
乡。 我想了想， 点头答应了。

父母的家， 永远给儿女留一
个温暖的屋檐。 他们用爱为儿女
撑起一个家， 待到儿女长大后，
他们会放飞儿女。 他们轻易不干
涉儿女的小家， 是希望给儿女充
分的空间， 绝对的自由。 也许，
这就是为人父母的不易和智慧
吧。

由光明日报出版社总编辑
邓永标编写的 《爱上中国： 小
故事读懂大中国 》， 是一本诠
释中国故事 ， 传播中国声音 ，
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
象的好书。 全书以五千年的中
华文明历史为脉络 ，以10个章
节的宏大篇幅 ， 浓墨重彩地
绘制了大美中国的崭新画卷。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勤
劳勇敢、 伟大坚强的民族， 无
论是在人类发展史上， 还是在
世界文明史上， 都谱下了恢弘
的篇章。 尤令无数炎黄子孙引
以为傲的是， 作为世界 “四大
文明” 古国之一的中国， 更是
为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融
和互惠， 贡献了数不胜数的中
国智慧。 为了深入读懂中国这
本“大书”，让读者全面、立体地
了解中国的昨天 、 今天和明
天， 知悉她的辉煌与灿烂， 作
者特意本着鉴古知今的写作宗
旨， 精心梳理博大而悠远的中
国历史， 秉承着小故事彰显大
情怀的旨义， 力求真实、 生动
地书写出巍巍中国的绚丽华
章。

全书从 “中国历史杰出人
物” “中国历史文化” “中国
传统美食文化” “中国古代遗
产” “中国风俗建筑” “中国
自然风景 ” “中国传统手工
艺” “中国民间艺术” “中国
传统纺织物” “中国现代工程
与成就” 等十个方面， 悉心提
炼写作主题。 不但如数家珍地
讲述了中国的过去， 系统总结
了中国当下的发展经验和文明
成果 ， 还以高度的文化自信 ，
以前瞻的笔法 ， 为我们描摹
出远期中国的美丽图景。 怀着
一份虔诚 ， 翻开 《爱上中国 ：
小故事读懂大中国》 这本意蕴
独特的书， 欣然发现， 为传承
古老的中华文化， 赓续悠久的
中华文明 ， 在泱泱大国的千
年发展中， 曾相继涌现出了无
数杰出的历史人物 ， 他们为
中华文化的孕育和壮大， 为中
华文明的传播和兴盛， 都作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华夏始祖
炎黄二帝、 道家学派创始人老

子 、 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
的秦始皇、 万世师表的文化圣
人孔子 、 中医 “方祖 ” 张仲
景、 “书圣” 王羲之、 “元杂
剧鼻祖” 关汉卿、 女科学家王
贞仪……这些大咖们， 用他们
的聪明才智和卓越表现， 不断
推动中华文脉在砥砺风雨中始
终永葆着昂扬的生命活力。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 书
中， 作者饱含深情地回顾了中
华文化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进
程中 ， 在治国理政 、 思想建
设、 民族精神的塑造等方面所
发挥的巨大作用。 从泽被世界
的 “四大发明 ”， 到启人心智
的儒家经典及 《诗经 》； 从古
代中国农耕文明的产物———二
十四节气， 到中国古典文学精
粹———唐诗宋词元曲； 从娴静
高雅的琴棋书画， 到探测宇宙
奥秘的水运仪象台； 从赏心悦
目的茶艺茶道， 到内涵丰富的
民间十二生肖传说 ； 从 “望 、
闻、 切、 问” 的中医， 到玄妙
高深的 《孙子兵法 》， 源远流
长的中华文化已然渗透到政
治 、 思想 、 军事 、 科学 、 农
业 、 文学 、 天文等方方面面 ，

广泛融入于中国人的生产生活
当中， 业已成为国人心目中最
为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
富。

中华文化底蕴深厚。 既蕴
含在一本本厚重的思想宝典
里， 也潜藏在精彩绝伦的民间
艺术中， 既深刻地表现在华夏
子民们的衣食住行里， 亦生动
彰显在巍峨挺拔的宏大建筑
中， 既包蕴于气象万千的名山
秀水里， 还尽情展现在造福全
人类的 “一带一路 ” 建设中 。
当我们从茹毛饮血的远古时
代， 穿越到四方来贺的汉唐盛
世， 再携着坚如磐石般的民族
自信， 跨跃到欣欣向荣的当代
中国， 一步一步徜徉在精深悠
远的中华文化之长廊里， 那份
对国的挚爱、 对家的眷恋、 愈
发变得浓烈起来。 随着阅读的
深入 ， 对作者在书中所言的
“中国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
一， 是一个有着辉煌文明的古
老国度” 的论断， 又有了新的
认识 。 同频共振中翻开 《论
语》， 细细品咂着治国的智慧；
登上万里长城， 洞悉着中华建
筑艺术的宏阔 ； 走进莫高窟 ，
一览中外文明交融互鉴的历
史； 沿着 “复兴号” 的行进步
伐， 去感受当代中国日新月异
的巨大变迁， 情意相通中， 全
书带来的全是关于中国翻天覆
地的变化 ， 使我们在了解中
国、 读懂中国的同时， 情不自
禁地会深深爱上中国。

值得称许的是， 通过阅读
《爱上中国 ： 小故事读懂大中
国 》， 读者可以深入了解波澜
壮阔的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历
史， 同时也深刻感悟博大精深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从而坚
定文化自信， 增强做中国人的
志气、 骨气、 底气。

生日宴上， 女儿双手合十，
认认真真的小声许下愿望， 听着
她稚嫩而虔诚的声音， 每一个字
都仿佛深深撞击着我的心灵 。
“愿爸爸每天都能够平平安安 ，
一家人在一起生活快快乐乐 ！”
直到蜡烛被吹灭， 她小心翼翼地
将蛋糕切开， 递于我的手中， 那
灿烂的笑容里仿佛倾诉着什么，
瞬时勾起了我的回忆， 这一切是
多么熟悉， 让人感动。

十几年前， 年轻的我通过煤
炭企业的统招， 到了矿山参加工
作， 每天都要深入百米井下， 到
漆黑的隧道里从事挖煤工作， 机
械轰鸣， 采煤机剥离煤炭， 滚滚
乌金随之流淌， 一盏小小的矿灯
探照眼前的路途 ， 可谓起早贪
黑， 没日没夜。 那时候很让母亲
挂心， 她说井下黑的伸手不见五
指 ， 很多地方都得注意安全才
行， 你要听领导的话， 凡事都得
以安全为首， 不安全的事咱可不
能干。

那些年里， 我每天都忙于工
作， 回家后累得倒头就睡， 为了
不打扰我， 母亲在我休息的时候
就到外面去， 直到饭点才回来，
就连做饭都小心翼翼， 生怕发出
声响影响到我。 记得有一日， 邻
家阿姨告诉我听说你母亲今天生
日， 你准备了什么礼物？ 她的一
句话让我愣在了原地， 我竟忘记
了这么重要的事情 。 晚上到单
位， 请了假买了蛋糕， 计划给母
亲好好的庆祝一下。

母亲说生日过不过的无所
谓， 只要你好好工作， 平平安安
的就好 。 想着母亲为了我的安
全， 可谓付出很多， 我将蛋糕上
的蜡烛点燃， 请她许愿， 她亦是
那般虔诚， 希望一家人幸福， 平

安。 小小的烛光跳动着， 映在母
亲鬓角的银发上， 这些年里她仿
佛老了许多， 我能想到她每日翘
首期盼， 待我归来的样子， 以及
我上班后那种牵肠挂肚的神情，
不禁湿润了眼眶 ， 陪其吹灭蜡
烛， 直到蛋糕入口， 甜入心扉，
又一起灿烂地笑了起来。

后来成家了， 妻子走入了我
的世界， 从此身边又多了一个爱
我、疼我的人。她说老公你是个煤
矿工人， 井下的情况自己虽然不
太懂，但“高危行业”这个词还是
深有理解的。 每日她都比我起得
早，准备好饭菜再叫我起床，上班
时她都会依门相送， 直到我的平
安归来， 再笑脸相迎。 每年她的
生日宴上， 亦会和母亲一样， 许
下同样的愿望， 那种虔诚的声音
里饱含着平安与幸福的期望， 每
一字都重重的撞击着我的心灵。

再后来 ， 我们有了爱的结
晶， 女儿的到来让家里增添了不
少的欢声笑语。 但每每上班， 妻
子和女儿就会讲述爸爸上班的情
形， 她说漆黑的井下存在着诸多
危险性， 我们要一起提醒爸爸注
意安全， 你是家里的顶梁柱， 你
是我们的天， 你的安全就是我们
最大的幸福。 这些话语， 就像愿
望的传递， 在女儿的心里根深蒂
固， 亦一次次撞击着我的心灵，
提醒着我工作中牢记安全， 将责
任扛上了肩。

生日宴上同样的情形， 女儿
说蛋糕很甜， 就像我们幸福的生
活， 这要归功于爸爸的平安， 我
听后重重地点着头， 用心享受起
这番欢声笑语， 深深的感悟着时
下的欢乐， 以及那愿望传递里的
能量， 亦将安全的责任再次用力
勒紧于肩上。

父母的家，儿女的家

为全面落实食品安全 “四个
最严” 和 “两个责任” 要求， 确
保辖区内大米质量安全， 丰台区
市场监管局六里桥街道所严把食
品安全关， 多举措开展大米质量
安全风险排查防控行动。

一是严查大米经营质量安
全。 执法人员以辖区超市为重点
对象， 开展大米质量安全监督检
查， 主要查看大米产品标签标注
是否真实准确、 经营者进货查验
记录是否真实完整、 合格证明文
件是否齐全等， 深入排查食品安
全风险隐患。

二是督促企业切实落实主体
责任。 执法人员现场向经营者宣

讲粮食经营相关规定， 引导经营
者诚实守信、 依法经营， 决不销
售质量不合格大米， 建立健全食
品安全管理制度 ， 开展风险自
查， 消除安全隐患。

三是紧盯食品安全投诉举
报。 重点关注大米等粮食质量类
的投诉举报， 及时核查、 立即处
置，妥善解决群众诉求，强化社会
监督效应，快速回应社会关切，做
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下一步，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
六里桥街道所将进一步加大辖区
大米质量安全的监管力度， 切实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守护人民
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 （赵艳）

·广告·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

多举措严把大米质量安全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