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城区融媒体中心任城区融媒体中心 宣宣

2021年12月7日 星期二4 □责任编辑：黄少臣 副刊

走在回家的路上走在回家的路上
熊建军熊建军

《《小憩小憩》》韩银韩银//摄摄

发 送 范 围 ：任 城 区 党 政 机 关 、企 事 业 单 位 、镇 街 、村 居 、社 区 印 刷 日 期 ： 2021 年 12 月 7 日 印 数 ： 9000 份 印 刷 ：济 宁 日 报 印 刷 厂

致袁隆平先生
冉咏梅

冬天的慰藉
李芹

枣树情思枣树情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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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迈多病的母亲原本住在乡下，舍弃老屋进城是近两年的
事情。当初，母亲向我提出了进城条件，因为生活方式不一样，
不想和我们住在一起，再者，必须把老家的枣树挪来！那棵枣
树，是父亲在我五岁的时候栽下的。

父亲是军官，偶尔回来一次。临走的时候，母亲强忍住泪
水，而我抱住父亲大腿，哭喊着不让他走。那次他回来，我问
他：“啥时候才能不走啊？”爸爸就在院子里栽下一棵枣树，对
我说：“等枣树结枣的时候，爸爸回来，整天陪着你们娘俩。”

我和母亲把对父亲所有的思念，都寄托在那棵枣树上，就盼
望着它能快些结出枣子。我无数次在梦中梦见结满了红得诱人
的枣子，等我一口咬下惊醒后，看见母亲坐在窗前，向枣树的地
方望着。我问妈妈：“妈，您梦见过枣树结枣了吗？”妈妈笑而不
答，然后就会对我说：“我的小馋猫，快睡吧。”于是，我就会带着
梦里的甜蜜，继续睡去。

一天，妈妈对我说：“儿呀，等今年枣红的时候，你爸爸就回
来了。”我兴奋得不得了，每天放学，都要跑到枣树下面，看看刚
结的枣。那段时间，有时还能听到母亲嘴上哼着小曲。

不久，唐山发生大地震，爸爸和众多解放军叔叔们冲了上
去。那段时间，我发现母亲非常忧愁，我就劝她，并满不在乎地
说：“爸爸是英雄，肯定会没事的。”妈妈摸着我的头顶说：“对，爸
爸一定没事。”妈妈在担心父亲，我更是盼望枣子快点红。可是，
我们却盼来一个天塌地陷的消息：父亲在抢救一个和我一样大
的小男孩时，被余震夺去了生命。

母亲整天以泪洗面，呆呆凝望枣树。我化悲痛为力量
刻苦学习，十多年后，我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分配到市里
工作，并且安了家。我多次劝母亲进城，母亲总是找多种理
由拒绝。其实，她是舍不得离开枣树，忘不了对父亲的思
念。有一次，母亲病了，我对她说：“妈，您如果再不进城，就
是要逼我辞掉工作啊！”母亲没有办法，让我答应她的条件，
才同意进城。

我通过朋友买了套一楼的房子，并和物业经理说明情况。
挪枣树那天，母亲像一个指挥员，亲自指挥，大伙费了好大劲，才
把枣树挪来，栽在离母亲楼前不远的一个小坡上。

枣子成熟的季节，我开车来到母亲的楼前，眼前的情景让我
惊呆了，很多邻居都在帮着母亲卸枣。母亲对我说：“小区的人
都说这枣好吃，市面上买不到，我准备分给大伙。”看着母亲和邻
居相处得其乐融融，我的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高兴。

我觉得母亲真的很伟大，她不仅在城市里复制出乡土情怀，
更让一种精神传承下去。

公益广告公益广告

刚下班，天空又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天上的阴云像青烟似的，被风
捋成丝丝缕缕，低低地飘。路上的行人在雨中急促地穿梭，完全没有平
日里的优雅。

我正准备钻进人群，手机响起，拿出来一看，一个陌生电话，我犹豫
一下，挂掉了。这年头很多推销电话，烦透了。不一会儿，手机又响，还
是那个电话。这是谁呀，什么事呢？迟疑着，我还是接通了，“你好！找
我有什么事吗？”

“是熊老师吧？董明是你班上的学生吧？请你到石井街59号来一
下。他拿了我小店的东西。”

“你是哪位……喂……”对方的电话挂了。
我愣了一会儿，才缓个神来。一个黑黝精瘦的男孩立刻浮现在眼

前：他天天穿一身校服，好像没有脱下过，脖子不知是皮肤使然，还是污
垢，似乎一直没有洗过。他经常与男同学打架，偶尔还欺负女同学。

有一次，一个顽皮的男孩，把董明的书悄悄放在杨洁抽屉里，而杨洁
平时爱干净。当她拿出那本书时，吓了一跳，随手一扔，“谁干的呀？这
么脏的书放在我的抽屉里。”同学们看到杨洁一脸囧样，哄堂大笑起来。

董明看到扔在地上的是自己的书，就觉得同学们在笑话他，认为是
杨洁故意让他难堪，就冲到她面前，大声嚷道：“你才脏呢！比我的书还
脏！”

杨洁一听到这样辱没人格的话，一下子哭起来了，其他同学也躲开了。
想到这儿，我不禁摇摇头，也叹了口气。其实，董明是个可怜的孩

子，父母离异，跟着奶奶过，可奶奶身体一直都不好，很难照顾到他……
今天他又闯祸了，我赶紧联系董明的爸爸，可电话打不通，我只好一人前
往。

到了目的地，我第一眼看到董明站在小店旁，双手紧攥拳头，眼里充
满愤怒；他身边有一个50出头的汉子，也是一脸的严肃，应该就是店主
吧。

董明一看到我，就哭起来了，眼泪从脸颊上滚落。我教他一年多，还
是第一次看到他如此这般面容。

“小家伙，不要哭，没什么事儿，老师来了。”我边说边帮他擦泪水。
“他污蔑我，说我偷他的纸箱。”董明气冲冲地指着店主说。
“我没有污蔑他，我注意这事好久了，以前没有抓到，今天逮了个现

行的。”店主说道。“我店里的纸皮呀，塑料瓶呀之类的废品，就扔在那个
角落，前些日子发现被人拿走了好些。”我顺着店主指的方向一瞧，小店
旁边的角落里，堆积了不少乱七八糟的杂物。

看到董明满脸委屈的样子，再加上我平时对他的了解，虽说他有这
样那样的缺点，但从没发现他的行为不检点。我想，这肯定有什么误会，
于是，我跟他们细致地沟通交谈，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儿。

原来，董明放学回家，在路上捡到一个印有“青岛啤酒”的纸箱和好些
塑料瓶，经过这家店时，被店主误认为拿的是小店的。说来也巧，小店也有

“青岛啤酒”的纸箱，前几天发现自家的废品少了一些，所以这几天一直悄
悄地盯，可没想到，碰上董明了。

事情闹明白了，我看天色已晚，不放心董明一人回家，就护送他回
去。在路上，我就想，这个孩子捡废品也真是难为他了，一定是家里十分
困难。就问他：“你奶奶的身体怎么样，爸爸最近忙什么呢？”

“去年爷爷在世的时候，还能照顾奶奶，现在爷爷不在了，奶奶更艰
难了。爸爸一直不在家，我多么希望他回来照顾奶奶，照顾我，多么希望
我能像同学们一样有爸爸妈妈陪伴在身边啊！”他的语气是那样的伤
感。停顿了一下，他抬头望着我好一会儿，嚅嗫地说：“老师，我不想上
学，同学们不喜欢我，不愿意跟我玩儿，我心里很苦闷气愤，就故意捣乱，
故意惹他们，让他们更讨厌我，我更恶心他们……”

听到这里，心咯噔一下，紧缩起来，我看着眼前的这个孩子，似乎要
跟他说什么，又觉得十分乏力，可大脑还是在不断地组织语言想表达。

“老师，我知道我是一个特别坏的孩子。”董明发现我眼睛直勾勾的
望着他。

我一下子清醒了，立刻温和的说：“其实，你是个懂事的孩子，老师和
同学们都误解你了，以后我们大家，都跟你做好朋友。”我紧紧地搂住他。

“真的？那我太高兴了！老师，你知道吗？在我心里面只有池小丽同
学对我最好，她从来没有讨厌过我，嫌弃过我，还帮助我补习功课呢！”我看
到他的脸有了些许笑容，眼睛也快活起来了——是那种甜蜜的快活。

“可惜呀！”董明哀叹了一声，情绪又低落来下，“她现在患病，住在医
院不能上学。听说她得的是白血病，需要好多钱治疗。老师，我告诉您，
我天天捡破烂儿，就是想凑钱给她治病。她太善良了，我不想失去这么
好的朋友。”说到这儿，他哽咽起来……

我像被电击了一样，整个身体都颤栗了，看见董明一双眼睛闪着晶
莹的光芒，那么明亮。我再抬头看看天空，不知何时，出现了许多星星，
一眨一眨的。

我牵着他的手，走在回家的路上……

学习《决议》干劲添
高延安

或许是西沉的夕阳
那抹褪去的红妆
像待字闺中的姑娘般娇羞
增添了田野的一丝静谧
即使凛冽的北风
也吹不寒牧羊人苍老的竹鞭
羊儿低着头
默默地踱向家的方向

又或许是落叶的枝头
在缕缕炊烟的抚摸下
显得格外安详
像儿时响起的母亲的哼唱
哪怕一场大雪覆盖
也阻挡不了归巢的鸟儿
站在枝头上
尽情地扇动一双翅膀
抖落一身的疲惫
打开回乡的欲望

那时
我恰好站在林子旁
和鸟儿一起
穿越了时空的遮挡
轻轻推开了老家的门

打起竹板走上前，
各位同志听我言。
牛年将尽形势好，
六中全会已开完。
统一思想团结紧，
全会《决议》好文件。
学习领悟很重要，
全党团结意志坚。
回首征程来时路，
艰苦卓绝一百年。
马列主义中国化，
三次“飞跃”指引咱。
两个“确立”意义重，
党的核心是关键。
十项“坚持”概括精，
百炼千锤好经验。
党是什么干什么？

“根本问题”记心间。
伟大成就十三项，
继往开来路不偏。
历史进入新时代，
百年大党责如山。
初心使命永不忘，
复兴重任担在肩。
承前启后开新程，
继续奋斗谱新篇。
敢于斗争敢胜利，
学习《决议》干劲添。
全党全民大团结，
坚定跟党勇向前！

“冷风如刀，以大地为砧板，视众生为鱼肉。万里
飞雪，将穹苍作洪炉，熔万物为白银……”这是古龙武
侠小说《多情剑客无情剑》中绝美的开篇，茫茫大地，皑
皑白雪，冷峻苍凉的意境曾惊艳了无数古龙迷，当然也
包括年少时，幻想一人一剑、鲜衣怒马闯江湖的我。

风刀霜剑催人老，已到中年的我，不再沉浸于“成
人童话”里飘渺的江湖快意，但对雪的执念，却是日深
一日。所谓瑞雪兆丰年，雪是冬天里唯美、吉祥的精
灵。一场漫天飞雪，飘逸地引出超凡脱俗的“岁寒三
友”。

梅，固然凌霜傲雪，却终究是花，如娇小妩媚，惹人
怜惜的弱女子；松，固然威武不屈，却终究是树，似高大
粗壮、缺少灵气的糙汉子；竹，非花非木，却兼有花与树
的风采，玲珑叶片有花之婉约，昂扬躯干有树之豪放，
文比谦谦君子，武胜风流侠士，可谓“文武双全”。

竹子，高直挺拔，中空有节，不惧严寒酷暑，四季常
青，自古以来，就被人们认为是高雅、谦虚、刚直、有节
的代表植物。加上“竹林七贤”等文人雅士的烘托，竹
子俨然是君子的化身，与古人喜爱有加的梅、兰、菊合
称“四君子”。

苏轼爱竹子，一句“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堪称
千古名句，使竹子的君子之风不可驳斥。这里有一个
典故，王羲之第五子王徽之爱竹如命，有一次到一个朋
友家借宿，朋友家没有种竹子，王徽之命家仆移植竹子
来。朋友说，你就住一晚上，还种什么竹子啊。王徽之
却说：“竹子是君子，怎么可以一天没有这位先生呢？”

徐庭筠在《咏竹》中写道：“不论台阁与山林，爱尔
岂惟千亩阴。未出土时先有节，便凌云去也无心……”
竹子可在庭院生长，也可在山林出现，其阴凉深受人们
喜爱。但这并不是主要的原因，作者最欣赏的是竹子
始终如一的君子之风。竹子尚未出土，还是婴儿笋的
时候就有节；而等他长到凌云之时，依旧虚心。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
相照。”王维写竹，清幽，澄净。人，置身在这清净幽深
之处，身上自然而然就多了几分静美，想必，那林间独
坐，悠然弹琴的王维，定是感受到了清幽带来的快活与
惬意；“细读离骚还痛饮，饱看修竹何妨肉。”辛弃疾写
竹，豪放、洒脱。我的脑海中不期然浮现出那个“醉里
挑灯看剑”文武双全的辛弃疾。他挺拔，锋锐，如一竿
修竹，如一柄利剑，豪气冲天，有股势不可当的气势。

若论对竹子的喜爱，文人墨客中郑板桥当属第一，
无出其右。郑板桥爱竹、种竹、画竹、写竹，为人们所津
津乐道，留下了很多写竹的诗篇。其中《竹石》这首诗
名气最大，流传最广，是郑板桥自题在一副竹石画上的
诗句：“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
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一个“咬”字写出了竹子顽
强的生命力和坚定的信念；一个“任”字又写出了竹子
无所畏惧、积极乐观的精神面貌。

春天的绿竹给人以生机，夏天的绿竹给人以清凉，
秋天的绿竹给人以欣喜，而最能体现竹子英雄本色的
莫过于飞雪的冬天，像极了古龙笔下的孤傲剑客。冰
天雪地彻骨寒，无数花木凋零、屈服，唯有竹子依旧精
神抖擞，一身铮铮铁骨，一派盎然绿意，透着一股巍然
独立的冲天劲儿，震撼人心。

“雪压枝头低，虽低不着泥。一朝红日出，依旧与
天齐。”乞丐皇帝朱元璋，虽然是个大老粗，没多少诗词
功底，但他的这首《咏竹》通俗易懂，霸气十足，充满了
英雄气概，令人击节叹赏！

剑破长空不可当，一身傲骨雪中竹。雪中竹，顶天
立地，轻轻不自语，于幽微中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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