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丹江口水库北岸的淅川县老城镇，淅川邮政
老城支局乡邮员石新国25年坚守一条山乡邮路，
每天行程50多公里，日复一日跑了40多万公里，相
当于300多趟丹江水从淅川县流到北京的距离。

点评： 山里和外界联络不易， 一个乡邮员，
就把山里和山外连在了一起。 石新国风雨无阻地
穿梭在老城镇的山山水水， 将信件和包裹送达每
一个期待的人， 让想念与温暖在人与人之间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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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四川成都。 在一场四川大剧院举办的
快闪活动中， 一位82岁的老奶奶伴着鼓声在鼓队
中央起舞， 自信的舞步引来路人纷纷驻足， 气氛
一下子就热了起来。

点评： 鼓声响起， 当舞则舞。 82岁老奶奶闻
鼓起舞， 还自信大方与大家互动， 演绎了真实率
真的快乐生活。

82岁白发老奶奶
遇快闪当场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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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强

在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毕业典礼上， 有博
士穿着 “派大星” 布偶服现身拨穗仪式； 在大连
理工大学学位授予仪式上， 一名同学上台后突然
掏出香槟杯， 邀请校长一同开香槟庆祝……又是
一年毕业季。 今年， 不少毕业生 “显眼包” 属性
大爆发， 在毕业典礼上花样百出， 给老师同学留
下了深刻印象。

点评： 毕业典礼对学生具有特殊的意义， 在
这成功的时刻， 毕业生用自己的方式为这段校园
时光画上句号， 不仅为毕业典礼注入了新活力，
更开启了今后亦师亦友的师生关系。

6月26日， 湖南长沙。 为了表达对一线防汛
人员的深深感激， 当天凌晨， 爷孙俩将热腾腾的
茶叶蛋递给那些通宵达旦为防汛工作奋战的工作
人员。 “感谢你们啊， 这么大的雨水， 我家里都
没进水， 很安全， 感谢啊！” 苏爷爷连连对防汛人
员说着感谢。

点评： 当爷孙俩带着煮好的120个茶叶蛋送
给防汛人员时， 诠释了防汛人员的使命担当， 也
诠释了群众对他们的深厚感情。

每年夏天， 宁波鄞州区东柳街道园丁街内的
“爱心棒冰店” 就会准时开张。 原店主是宁波好人
燕培宁， 一直坚持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免
费棒冰或茶水。 如今的店主是90后赵永春， 4年
前， 他得知燕培宁准备退休， 于是接过了店面，
也接过了 “爱心铺子”。

点评： 生活不易， 有爱就温暖。 原店主退休
后， 90后小伙接过“爱心棒冰店”，让爱在人们之间
长久流转。

原店主退休
90后小伙接过“爱心棒冰店”

与丹江水做伴25年的乡邮员

爷孙俩煮120个茶叶蛋
送给守护家园的防汛人员

毕业生“花式整活”
为人生留下别样的印记

拔拔草、 浇水……最近看到一则新闻， 生活
在城里的一群白领， 周末愿意花钱去郊野种田。
也就是说， 继露营、 飞盘、 城市漫步之后， 种田
又成为都市人休闲的一种新潮流。 只不过这个潮
流， 不是去享乐， 而是去吃苦受累。

有人发现， 从以往很多人过周末的方式不
同， 过去都是聚餐喝酒、 周末探店观影， 到如今
变成了周末蹚田。 能有一片自己的水田， 已经成
了很多人秘而不宣的松弛新趋势。

有很多人认为， 只有在种田地时才算得上是
真正意义的田园生活。 无论拔草还是播种 、 施
肥， 在解压的同时， 还能收获自己种出来的农产
品。 这无疑成为了一种极具自豪感的休闲方式。

有很多人由此开启了每周五天的上班工作，
周末两天去田里干活的休闲模式。 还有很多人尝
试在郊区的农场里 “共享菜园” 的松弛方式： 在
几平米小菜地里种些瓜果蔬菜， 以此收获劳动带
来的喜悦。 大型农场常常还会面向普通消费者出
租菜地， 年包几千块， 丰俭由人。

对一些白领阶层来说， 这种巨大的工作反
差， 反而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放松和快乐。 有很多
都市白领， 还乐于把自己的孩子带来， 一起体验
劳动带来的快乐， 让他们自小懂得粮食的来之不
易。 这种教育方式， 远胜于空洞的说教。 更重要
的是， 这种教育方式是在告诉孩子们： 收获需要
付出， 只有辛勤付出， 大地才会有回报。

据媒体报道， 百旺农场作为北京海淀区面积
最大的农场， 依然有 “想租租不上” 的情况 。
它毗邻汇集互联网大厂的西二旗， 因此， 到了周
末， 农场就会出现不少 “打卡式” 体验下地种菜
的人。 不少农场也看准了城里人希望到田里耕作
的商机， 纷纷开设采摘园、露营地，甚至亲子活动
课程。对此，笔者时常在京郊看到不少这样的采摘
园。 园主们说，每到周末，城里来采摘的人络绎不
绝，白领们都愿意自己亲手采摘，并体验一份收获
的快乐。

这些新晋 “地主”， 很多人原本都没种地的
经验。 他们在农场师傅的指导下， 学习翻地、 剪
枝、 播种等技巧， 在每一个劳作环节放松自己、
亲近自然。 如果平时没人打理， 他们也可以委托
农场工人代为打理。 部分农场还推出了更具性价
比的 “蔬菜年卡”， 方便 “地主们” 实现一站式
轻松购菜的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 如今火爆全国的周末种地新
时尚， 也让电视节目找到了创作灵感， 一部主打
反映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的真实农民生活，
既是 “靠天吃饭 ”， 又是 “靠技挣钱 ” 的综艺
《种地吧 》 成功播出 。 节目里 ， 10位少年组成
“种地小队”， 在190天的时间里， 专注耕种142.8
亩土地。 从播种开始， 灌溉、 施肥、 收获、 运营
农场、 自负盈亏。 这档节目， 一下又把周末种地
的话题推向了新的热度， 更多的人从中找到了适
合自己的新的生活方式。 有的人为了方便周末去
种地， 还不惜搬到郊区去住……

从表面上看， 年轻人纷纷在周末去郊区种
地， 看着是一种解压， 其实是一种内心对田园生
活的呼唤。 平时在拥挤的城市里打拼， 在水泥钢
筋高楼间穿行， 在封闭的写字间里敲着电脑……
看似潇洒， 其实也充斥着不少的烦闷。 而周末的
这种种田耕地的生活， 看似很累， 却能满足人精
神上的愉悦。 那种喜悦和惬意， 只有在自己付出
辛勤劳动之后才能有深切体会， 才能品尝到甜蜜
的回报， 这大概是都市人喜欢 “周末去种田” 的
真实原因吧。

“周末去种田”
都市人的松弛新方式

其实充满趣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