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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暖即幸福。如今过着衣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我突然想起了小时候我们穷
孩子为了御寒所穿的套裤来。

套裤，什么样子呢？简言之，就是
两只棉裤管。如果把它放在旁边，陌生
的人以为是贮粮食的米袋子呢，只是套
裤下端没有缝实，贮了米要漏。具体
说，它的样式从脚踝向上、长度到裤
裆，里外两层布之间衬上老棉花，天冷
了把它套在衣裤上，护暖了双腿，却遮
盖不了前肚和后臀。为了美观和有个褡
绊的地方，裤管的前上部裁剪成凸形延
伸到腹部，凸的顶端钉上带子。小儿穿
时为了方便，两根带子打成结，套到颈
项上，任尔跳跳蹦蹦套裤不往下掉；大
人则系在腰间的裤带上。不做棉裤做套
裤，还不是人穷主意多，为节省几尺
布。

现在的人无法想象，这样的穿着能
抵御三九严寒？我的体会，有比无好。
记得父亲曾自我解嘲说了一个故事，他
说有座庙里，老和尚交代三个小和尚烧
火，好长时间没把水烧开。老和尚去查
点，看见三个小和尚都驼着腰，把屁股

对着灶膛口。老和尚不解，小和尚回答：
“你不是说细伢儿屁股后面有三把火吗？
我们三个孩子九把火，凑到一起烧锅
呢。”笑话归笑话，那会儿有套裤穿，还
算幸运的。冷怎么办？早睡晚起是一个
办法，天没黑就钻进被窝里，太阳晒了
屁股才起床。穷人家普遍不重视孩子学
习，即使学龄儿童，送去上学的也少，
一帮孩子往往结伴站到避风朝阳的地方
晒太阳，浑身晒得暖洋洋的。兴致来了，
看见土墙洞里飞出野蜜蜂来，拼命追扑，
或是守洞待蜂，逮住蜜蜂，用两只手的
手指拦腰一攀，吸食蜜蜂腹中的甜水，
什么冷不冷，早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如此，说好动的小孩子屁股上有三把火，
也就好理解的了。

没人说大人屁股后面有三把火的。
大人穿了套裤又如何不让腹背挨冻呢？
也有办法。男子普遍有一件棉袍，还有
外大褂子，棉袍和大褂子等长，长到膝
盖弯下，这样肚前臀后都被棉袍褂子遮
住，解决了单衣单裤露在外面而受寒受
冷的问题，而且稍懂文墨者和生意场中
人，走起路来，还有绅士和儒商的风度。

女人呢？束围裙。围裙打裥，既美观，
又增加厚度，束在腰间，也是遮前盖后、
防护寒冷的一个方法。如果洗碗抹灶做
家务，怕把围裙弄脏，再在围裙前加束
一条长方形、一尺有余、深色的围腰。

说到套裤，联想到鞋子。长到十五
六岁的我，冬天没穿过一天在当年对穷
人来讲算是奢侈品的棉鞋。那穿什么鞋
过冬呢———“茅窝”。到了秋冬开花的时
候，手艺人将河塘中、田埂边生长的芦
柴、茅草的花絮部分带梗采下，编织成
鞋，俗名“茅窝”，到市上售卖。穿“茅
窝”不穿袜子，光脚伸进鞋里，梗硬戳
脚，找两块旧布沿鞋口缝一下，多余的
布塞进“茅窝”里当鞋垫。1952年冬，
天气极其严寒，滴水成冰，连田里耐寒
的麦子也被冻死。当年我刚入学南通师
范，只有单鞋，没有棉鞋没有袜子，学
校送温暖，买了一双“茅窝”救济我，
我当宝贝，只在晚自修课上穿穿，离开
教室就脱下，一穿穿了 3个冬天，毕业
离校才弃之。

现在，套裤、“茅窝”已不见踪影，
成了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老人的记忆。
有人说，现在大家过的日子犹如“扑屋
匠吃了早饭，爬到玉皇大帝家屋顶上捉
瓦———上天了”。苦尽甘来老开心，皓首
常聚颂党恩。旧时受过吃不饱、穿不暖
磨难的我们这些老人，比之甜水里泡大
的年青人，获得感、幸福感更强。

套 裤
!

胡吉飞

上个月，我坐着女
儿的车子，去大姐家拜
年，车内暖气吹在身上
暖和和的，车子行驶在
宽敞平坦的公路上感觉
像风一样前行，真是如
沭春风般舒适、惬意。
此时此景不禁勾起我的
尘封记忆。

那是 40多年前的往
事，我才 10岁左右，有
一年刚过完新年，父亲
要带我去住在柴湾的大
姑姑家拜年，我真是欣
喜若狂，因为和大人到
亲戚家拜年，是小孩既
期盼又快乐的一件大喜
事。

那时拜年几乎都是
步行，并且大多数走的
是高低不平、狭窄的土
路，所带的礼物是两袋

商店出售、用纸袋包装、用粗线一样的细麻草
绳捆扎、每袋只有 1斤重的糕点，例如红糖
果和桃酥，乡下人称之“茶食”。记得去大姑
家不到 20里路，可是要走老半天，总是感觉
慢慢不到，路上我多次问父亲，还有多远？父
亲总是一句话，“快啦，快啦！”可是我还是
望不到大姑家，心里不免有了怨怼，大姑家为
什么要住这么远呢？但是一想到大姑家有鱼、

有肉吃，那美味便开始在舌尖上蹁跹起来，于
是有些沉重的脚步变得轻盈起来，我便连跑带
走地赶上父亲。那时我的大姐刚刚嫁到大姑家
附近，所以拜年从大姑家又吃到大姐家，这对
平时困难得连饭粥都吃不饱的我来说，生活过
得像神仙一样。可是拜年的幸福时光是那样短
暂，两天时间眨眼就过去了。我怀着十分眷念
的心情极不愿意踏上回家的路，心想，下次来
拜年，还要等上一年时间，那是多么遥远啊，
又感到十分失落和惆怅。

路再漫长、再艰辛，也挡不住回家拜年的
脚步。多年前，村里有一位陈老爹，他是西乡
人，入赘到我们这里，有一年正月初二，他要
回家拜年，路有30里远，那天路上开始融冻，
所以土路变得泥泞不堪，陈老爹走在路上是一
跐一滑、跌跌撞撞，真是寸步难行，苦不堪
言。他舍不得脚上穿的一双新棉鞋，担心弄脏
弄坏，干脆脱下鞋子，脚底忍着刺骨寒意，艰
难地回到家。

如今，国家繁荣昌盛，科技突飞猛进，生
活锦上添花，乡村里到处都是密如蛛丝网的宽
阔平坦水泥路面，连着千万家。新年初一一
过，拜年后生们穿戴一新，纷纷走出家门，带
着红红绿绿大包小包礼品，开着豪华汽车去拜
年，真是风光、快乐无比。有的年轻人足不出
户在家用手机打开视频拜年，同时给长辈发上
红包。拜年真是快捷、简单、科学。

我的回忆还意犹未尽，突然被戛然而止的
停车声打断了思绪，因为已到大姐家门口，20
里的路程，只花了一刻钟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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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辈子吃过无数顿饭，有山珍海
味，也有难以下咽的野菜杂粮，渐渐都
模糊了。但那年在一个农民家吃的一顿
午饭却成为我永远不能抹去的记忆。

1972年，我二十多岁，刚开始当赤
脚医生。一天上午，一个老农模样的人
站在诊所门口怯生生地问：“先生，我
是 12队的邱正富，您能不能去我家替
我老婆看一下病？”他高大的身材，约有
1米 8，体魄健壮，但灰黄的脸上刻着
很深的皱纹，显得忧愁无奈，头发蓬乱，
两鬓初霜，身上穿着破旧的土布衣服，
补丁叠着补丁，两只手又粗又笨，布满
老茧且开裂。一眼望去，我不禁想起鲁
迅笔下的中年闰土。其实他只有 34岁，
看得出，困难的生活折磨得他像个小老
头。我有点为难，因为我还没有单独出
诊过。我对他说：“×先生就住在你们
队里，怎么不找他呢？”“他……”话又
咽回去了。我踌躇了一下，说：“走
吧。”

我们跑了一里多路，来到一间破草
屋前，屋前是一块空地，放着乱七八糟
的农具杂物。进屋一看，我有些吃惊。
十多平方米的屋里黑洞洞的，微弱的光
线下，靠北墙是一张破旧的床，一个瘦
小的女人躺在床上呻吟，3个小姑娘坐
在女人身边哭闹；靠着南墙窗户是煮饭
的灶，灶旁堆着柴草；一张破桌子靠着
东墙，上面摆着碗筷。我进屋后，坐也
无处坐。他从外面拿进来一张小凳让我
坐下，我把出诊箱放到饭桌上，问：
“你家几个人？”“夫妻二人还有 3个小
姑娘，大的 8岁，小的 3岁。”“就这
一间屋？”“是的，刚刚分家。”他低着
头说。

屋外阳光明媚，屋里的穷使人辛酸，
与“正富”的名字太不相符，怪不得×
先生不愿来。我顾不得这些，仔细询问
病情。原本女人也是位贤妻良母，1964
年，如皋脑膜炎大流行，她不幸染病，
起先拖着，谁知病情越来越严重，直至

昏迷。老邱把她送到公社医院，经抢救，人活了，但留下后遗
症，发作性头昏头痛呕吐，几乎不离诊所门，日久，医生都厌
了。生活重担压在老邱一个人身上，加上儿女多，他家就成了队
里的穷人，幸好队长仁慈，年年救济他，才勉强度日。

我仔细给她做了体格检查，诊断她是神经官能症，开始安慰
了几句，说：“我给你打一针，睡一觉就会好的。”她点点头，
停止了呻吟。我给她注射了一支安定，并嘱咐老邱下午去诊所拿
点药再吃几天。

下午，老邱去诊所拿药，脸上绽放笑容，说：“你打的针真
好，一会儿就好了。”其实这是暗示疗法，好得快，但还会发作。

就这样，我隔三差五地总要到邱家去上一趟，每次都变换着
不同的药物给她注射，效果很好。就这样，她发病的次数越来越
少，也能下地干轻活了。有一次，我刚刚打完针准备回去，老邱
不肯，无论如何要留我吃饭。我再三谢绝：“你家这样穷，吃饭
就免了吧。”老邱拖住我，急得快流下泪，说：“你不嫌弃我，
每次看完病就走，我实在过意不去，今天让我感谢你一次吧。”
他立刻灶上灶下忙碌起来，不知从哪里弄来 2圈晒干的面条，又
风风火火去田里割了一小把山芋苗，洗净，用棉籽油放在锅中爆
炒一番。我有些困惑：这山芋苗能吃吗？虽说现在山芋苗已经充
斥菜市场，可那时农家餐桌上从来没有这道菜，没人吃这东西。
很快，面条和爆炒山芋苗被端上破饭桌，见我迟迟不动筷，他
说：“我不知道怎样感谢你，不过你放心，这山芋苗能吃。”在
他的劝说下，我夹了一根山芋苗放到嘴里，那鲜美的味道立刻在
口腔内散开来，嫩、脆、香、肥，不同于一般蔬菜的口味。我一
口气将山芋苗全吃光，还觉得意犹未尽。我知道，这已是他所能
弄到的最好午餐了，虽然没有大鱼大肉，甚至油也是棉籽的，但
我至今不能忘记一个贫困善良的农民的这份纯朴情感，这是他对
帮助过他的人所表示的谢意，比起甜言蜜语的恭维和酒店里的答
谢宴要真诚得多，让人感动得多。

四十多年未见，最近老邱的小女儿找我看病，使我有些惊
喜。“哦，这么大了！”我感慨地说。“今年 47岁啦。”她显得
很活泼。“当年才三四岁吧，一个小丫头。”我急切地提了一连
串问题：“家里可好？你父亲可好？大概有 80岁了吧……”

“分田后，我们三姐妹渐渐长大，也盖了楼房，日子好过了。不
过我父亲早死了，有 20年啦，是淋巴癌。”她声音渐渐低沉。

“你妈呢？”“她倒好，今年82岁，病也不发了，干活利索得很，
老念叨你。”我又惊又喜，喜的是她妈病好了，惊的是天不佑人。
我眼前浮现出那个老实忠厚的农民形象和那顿难以忘怀的午餐，
失落感久久不能散去，我多想再去会会他，看一看他的新楼房，
吃一吃那爆炒山芋苗。

在我们乡下，有句老话叫“长兄
为父，长嫂如母”。然而，我们的大
姐一直像母亲一样关心我们、爱护我
们、培养我们，我们之所以有今天这
样的幸福生活，与大姐是分不开的。
我们深切地感觉到大姐如母。

我们家三男四女姊妹七个，大姐
最大，我最小，我与大姐之间相差二
十多岁。打记事起，我就清清楚楚地
记得，大姐对我们六个弟弟妹妹都倾
注了无尽的情和无限的爱。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的生
活水平很低，经常食不果腹、衣不遮
体。加上我们姊妹几个又小，只有父
母二人是主劳力，母亲还经常生病。
所以，我们家比一般人家更困难，日
子更不好过。大姐只上到小学二年
级，十几岁就放下书包拿起了镰刀。
她先是跟在父母后面干些力所能及的
事，后来就干一些大人们才能干得的
活儿，再后来就作为主要劳力挑上了
粪桶、箩担……这些重体力活儿，常
年压在大姐稚嫩的肩头上，致使大姐
的个头比一般同龄的女孩子小，只长
到一米五几，是我们家个头最小的。
大姐不仅关心我们的生活，也非常关
心我们的学习，平时一有空就辅导、
督促我们完成作业。后来我们学习的
内容超过了大姐所掌握的知识水平，
她就只督促、不辅导了。为此，大姐
非常懊恼自己没有多读几年书。但她
不后悔，因为她帮助父母抚养着我们

这些弟弟妹妹。
大姐二十岁就结了婚。据说当初

她是不愿意这么早就结婚的，但姐夫
家催逼得急，因为姐夫家比我们家还
穷，希望姐姐及早嫁过去助他们一臂
之力。听父母说，姐姐出嫁时，舍不
得离开我们、舍不得离开家，又哭又
闹，死活不愿意上“轿”———农村那
种运输粮草等物资的平板车，最后是
男方家来迎亲的媒婆硬是把大姐“绑
架”上了“喜轿”。大姐是真不愿意
离开家。大姐出嫁后，一直放心不下
家里的弟弟妹妹。她每天以泪洗面，
好不容易熬到“回门”的日子，大姐
一早就独自步行十来里路回来了。姐
夫早上醒来没见着姐姐，估摸着她可
能是回娘家了，也三步并着两步地追
了过来。姐姐前脚到家，姐夫后脚也到
了。一家人欢欢喜喜吃了顿饭，大姐就
催姐夫回去，说要在娘家多住几天。其
实，她是看到田里的麦子好割了，想留
在家里多干几天活儿。姐夫拗不过她，
只好“灰溜溜”地回去了。

当然，这些都是后来听父母和村
里的一些长辈们说的，因为那时我还
小，不怎么记事。我不记得大姐是哪
年出嫁的，也不记得大姐出嫁时的情
形。在我的印象里，大姐会隔三差五
地从婆家回来看望我们，而且每次回
来基本上都要带些东西，不是带吃的
就是带穿的。吃的主要是鱼和肉。所
以，我们几个总盼望着大姐回来。印

象最深刻的是我七八岁时的那次大姐
回来，她左手牵着比我小两岁的我外
甥，右手拎着几斤猪肉。我们几个已
经好几个月没有闻到肉味了，妈妈连
忙从大姐手里接过来肉，洗洗刷刷，
不一会锅里就飘出了肉香……这一顿
饭菜，我们至今记忆犹新，终身难
忘。

大姐最擅长的是做鞋。她会做棉
鞋、单鞋、方口鞋、圆口鞋和松紧带
鞋等各种鞋。只要一有空，她就纳鞋
底、剪鞋帮等。提起大姐做鞋，我就
想起她的那双手。这是一双怎样的手
呀，手掌、手背像饱经风霜的树皮，
处处都是皱褶。特别是到了冬天，这
双手会裂开一个又一个口子，稍微用
力，裂口就会钻心地痛，容易生冻疮
的手背长期肿胀着，一块一块的冻疮
会往外溢出血水……可就是这双手，
稍有空闲，就会帮我们做鞋。我亲眼见
过多次大姐做鞋时的情景，她将针箍
套在中指中端，每扎一针，总要用针
箍顶一下，然后用牙咬着针身将针拖
出鞋底，每扎一针，大姐的眉头都要
皱一下，因为一用力手就痛……就这
样，大姐一年四季为我们做着鞋。每
次她从婆家回来，肩上就会挂着一大
串鞋，父母和我们姊妹六个都有。我
们几个一直是穿着大姐做的鞋长大
的。

1983年 10月，我光荣地成为南
京军区某部一名人民解放军战士。临

别，大姐千叮咛、万嘱咐，要我在部
队好好干，注重学习，保重身体，努
力进步。我也信誓旦旦要走好人生第
一步，争取跳入“龙门”，光宗耀祖。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
福。1985年至 1986年间，我的父母
先后去世。这一个接着一个的巨大打
击，对于我这个涉世不久的“新兵蛋
子”来说，犹如五雷轰顶，不知所
措，陷入了痛苦与迷茫之中……

一天下午，我突然接到亲戚一个
电话，说大姐看我来了，我又惊又
喜。原来，自从父母去世后，大姐心
里更加放心不下我。但一个从来连县
城都没有去过的农村妇女，哪敢随便
去省城？正巧，这位在省城工作的亲
戚回老家探亲，得知大姐想到部队看
我，就顺便把我大姐带到南京，又把
她送上了开往我们部队附近的车……
这一夜，大姐克服旅途的疲劳，跟我
聊了一夜。她没有任何大道理可讲，
只是说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不容易，只
要生命还在，就没有什么可怕，就有
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等等。她的话，
让我的理想在内心重新复燃……

如今，我早已经回地方工作，有
房有车，并且成了单位的一名中层干
部，一家人在城里过上了幸福生活。
可年近八十、仍然生活在农村的大
姐，心里还一直惦记着我们，时不时
地打听我们的生活状况，打电话来吩
咐这吩咐那，俨然就是我们的母亲！

难
忘
的
一
顿
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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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如母
!

包宏龙

翻阅旧书，得宋人诗句“天南地北年年客，
只有芦花似故人”，蓦然间，我曾熟悉的那片芦
荡赫然显现于眼前，荡中那一枝枝芦苇在秋风中
轻轻地摇曳，仿佛仍在诉说那个凄婉的故事……

我曾就读于黄海边的一所师范学校，学校坐
落于县城东北角一片水荡中的高地上，三百多个
青春少年每天都能见到那一望无垠的满荡芦苇。
年轻人耐不住寂寞，课余饭后常常三五成群在芦
荡边的小路上追逐嬉戏，顺手摘几片苇叶，卷成
喇叭状，将细端压扁，使劲一吹便发出悠长的声
响，宛若天籁在校园上空久久回荡……这普通的
芦苇不但给了我们快乐，还带给我们许多生活的
启示。不久，学校的黑板报上刊登了一篇精致的
短文，作者署名“芦花”，内容是赞美芦苇的，
文章的结尾直抒胸臆：“愿我们都成为一枝普通
芦苇，勇敢地面对成长中的风风雨雨，满怀信心
地拥抱美好的明天……”此文一出，一时间成了
全校的焦点，大家纷纷猜测：谁是芦花？

我的同桌叫梁芬，是个有些特别的女生，平日
寡言少语，课间常常一人独处，似乎在想什么心
事。班上十几个女生，闲余说说笑笑是常事，唯独
她从不介入，甚至有同学邀她一起去散步她也婉
言拒绝，同学们背后说她是不合群的鸟儿。可是老
师们似乎都偏爱她，班主任常常在班上表扬她，说
她关心别人，为生病的同学送水喂药；数学老师曾
将她的作业本打开固定在黑板一角，让大家学习
观摩；教俄文的女老师在课堂上举起她的作业本，
说这是全班俄文写得最漂亮的作业……不知为什
么，关于梁芬的传言渐渐多起来，先是听说她是去
年患脑神经衰弱，病休期满回校复读的插班生，又
说她孤苦伶仃，只能与奶奶相依为命……

一天，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知不知道
梁芬的事，我想了想说她好像没什么事，她学习
很认真，大家都羡慕她。老师意味深长地笑了
笑，然后换了话题问我：“还记得黑板报上的那
篇文章吗？”我说：“记得，是一位叫芦花的同

学写的。”老师接着问：“知道芦花是谁吗？”我
回答：“不知道。”老师又笑了，说：“芦花就
是梁芬。”我惊愕得叫出声来，老师拉过一把椅
子示意我坐下，心平气和地告诉我，前一阵子同
学中传说的有关梁芬的事并非捕风捉影。“梁芬
是个很优秀的学生，我们要多关心她，让她感受
到集体的温暖。你和她是同桌，平时相处要多让
着她点儿，千万不能刺激她，发现什么异常情况
要及时报告……”

学校放秋忙假，全体同学回乡参加秋收秋种。
消息传来，同学们欢呼雀跃，开学一月有余，谁不
想家呀？午饭后，同学们都回宿舍，大谈回家的乐
趣。我收拾时发现两本书不在，于是急忙赶回教
室，进门便见同桌正埋头写着什么，我走到座位上
准备找书，她仍埋着头颤颤地问：“准备回家呀？”
我边找书，边回一声“是的”，就在我转身离开的时
候她抬了抬头，我见她眼里含满了泪水。

走出教室，那双无助与哀怨的泪眼在我脑海
中不断浮现，于是想起不久前老师要我“发现异
常及时报告”的叮嘱，拔脚便去老师的办公室，
把刚才看到的一幕向老师说了一遍，老师沉默很
久之后对我说：“一定是同学们热衷回家的举动
触动了梁芬的创伤，谁不想家呀，可是她只能与
年老的奶奶相依为伴……那是她的伤心之所！”
老师说完，要我通知班长让几个班委立即到办公
室来。晚自习的时候教室里异常安静，下课前老
师来宣布学校放忙假的决定，同学只是专心地
听，然而就在老师快要讲完的时候，梁芬突然站
起来大叫一声，随之重重地倒在座位下面，与此
同时教室里的灯全灭了，教室里鸦雀无声———大
家都被吓懵了。幸亏有老师在，立即指派几个班
干部分头去找校医和电工。电工打着手电来了，
随之医生带着担架也来了，借着手电筒的微光轻
轻扶起梁芬，把了把脉，吩咐立即送到医院。

黑暗中梁芬走了，留下那一声撼人心弦的呐
喊。

母亲是个极其善良的人，她
的言传身教影响了我的一生，让
我终身难忘。

上世纪 60年代，我国的粮
食供应十分匮乏，口粮吃不饱。
还好父亲在外工作，不时地寄钱
贴补家用，家里还算过得去。可
邻居夏大伯家孩子多，又无外来
收入，日子过得艰难，特别是到
了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更是吃
了上顿没下顿。我家虽然不时地
周济他家，但有时也顾不了许
多。夏大伯的女人到我家来借
粮，遇不到我家里人的话，有时
就自己到我家的米缸里拿点粮回
去度命。当时爱管闲事的我发现
我家的米经常会少一些，就特别关注这件事来。
起初我怀疑是二嫂顾了她娘家人，后来有一次，
邻居大婶拿了个瓢走到我家门口，看见我即退了
回去，我猜我家的米应该就是她偷的，于是我提
醒母亲家里的米被人偷了，应该把米缸的位置移
动下。米缸原来放在后西堂屋的东侧，我建议搬
到房里。母亲揭开米缸盖看了看，却不肯把米缸
移到房间里。米缸里的米依然时不时地往下少，
我心中异常焦急。为了引起母亲的重视，我就想
了个歪点子。那时，我经常到公社帮助写通讯报
道，于是我就鬼鬼祟祟地从家里拿了 5斤米投给
了公社食堂，留给我偶尔在食堂就餐。拿了米后，
我揭开米缸盖对母亲说：“你看看家里米少了这
许多，肯定是邻居大婶偷的，你还不赶快把缸藏
到房里去。”母亲看后毫不着急，语重心长地对我
说：“孩子，你要晓得同情穷苦人啊，大婶不是
实在没办法也不会这样做的，还不准你胡说八道，
缸绝不许移动。”母亲的话，震撼了我的心灵。母
亲以她的善良行为教育了我，让我要懂得同情、
帮助有困难的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提过要
移动米缸的事。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懂得了从小
事做起，去关心、帮助有困难的人。

今年是我母亲一百岁诞辰，谨以此文献给我
人生的第一个教我做人的老师，也是我最爱的母
亲———张正英。

只有芦花似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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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 不少家长都有这样的经历! 看着 '别人家的孩子( 落落大方" 自家孩子却唯唯诺诺" 一到关键时刻就退

缩# 甚至有些孩子看待周遭事物" 总是存在消极情绪# 这就好像戴着沾满灰尘的眼镜" 放眼看东西或看自己" 老是觉

得不满意不对劲# 孩子为何缺乏自信" 又该如何培养呢)

事实上" 孩子的自信心一出生就开始萌芽" 之所以缺乏自信心" 有多种因素! 有的孩子生性胆怯害羞* 有的孩子

来自离异家庭" 缺乏亲情温暖" 与人交往自信不足* 有的孩子因为自身生理缺陷或家境不顺感到自卑* 有的是父母长

期的负面评价挫伤了孩子的自信心* 有的是由于学业屡屡失败而信心受挫* 有的是由于心态消极$ 思维片面" 只看到

自己的不足等# 因此" 培养孩子的自信心" 应试着从各方面入手" 有针对性地各个击破#

),

更新理念 " 孩子是一个具
有N个侧面的“立体人”，不能总
拿成绩作为唯一尺度来衡量他们
的成败，成长比成绩更重要。学
习上，家长要多给孩子正面鼓励，
民主宽松的氛围有利于给孩子的
自信心加分，父母不妨在学业上
多听听孩子的想法，成绩落后时

一起商量解决，而不是挖苦嘲笑。
6,

培养才艺 " “腹有诗书气
自华”，家长要根据孩子的文学、
艺术等兴趣爱好，培养其特长，
多才多艺会让孩子内心充实，信
心自然跟着来。

;,

聚集成功 " 家长要重点关
注孩子以往成功的经历，从其生
活、学习、交友、竞赛等成功的
事例中提炼出积极因素，给孩子
打气，有助他们形成积极的心理
暗示。

=,

挖掘 #例外$% 当孩子在某
方面表现出自信心不足时，比如
害怕当众演讲，家长可以找出

“例外”，把他某次演讲不紧张还
得到很多人赞扬的场景重温一遍，
用“例外”让孩子看见自己并非
那么糟糕，引导孩子进一步思考：
“你当时怎么做到的？”逐渐使其
克服心理障碍。

2,

不作比较 " 拿自家孩子的
缺点跟别人的优点比，这对孩子
不公平。正确的做法是，拿孩子
跟以前比，只要这段时间有进步，
就应该为他高兴。

><

少去干涉 " 家长应鼓励孩
子主动交朋友，但不必对孩子间
的交往过多干涉。有的孩子会觉
得和同龄人玩无趣，喜欢跟大点

的孩子玩，有的孩子跟大孩子一
起玩会有挫败感，觉得自己能力
不如人。所以要看自家孩子的实
际情况，不能以自己的喜好强行
筛选孩子的朋友圈。

?<

悦纳不足" 自身缺陷、家境
不好，要悦纳。有的不足是与生
俱来的，无法改变，但可以坦然
接纳它，与其和平共处，可以让
自己在其他方面变得更优秀，以
此扬长补短。父母应多给予爱的
支持，常听孩子建议、多给孩子
陪伴，别让他们内心感到孤单。

&据新华网'

皋南幼儿园

感恩三月情 书香溢满园

母爱是一个永恒而伟大的主题，
妈妈赋予了孩子生命，给予了孩子
全部的爱。为了让幼儿懂得感恩，
学会珍惜和付出，近日，皋南幼儿
园中班组开展“感恩三月情，书香
溢满园”庆祝活动，并将“有声有
色”的亲子阅读融入其中，既表达
了对妈妈、奶奶、外婆的节日祝福，
同时也增进了幼儿与家人之间的语
言交流和情感传递，培养了幼儿良
好的阅读习惯和个性品质。

!

通讯员陆晔

如何提升孩子的睡眠质量
第一 ( 培养按时睡觉的好习

惯% 孩子睡觉前半小时或一小时不
能玩得过于兴奋，家长也不能过分
逗孩子，可以睡前阅读，尽量让孩
子安静下来。养成睡前规律有助于
引导孩子形成入睡心理暗示，如睡
前洗澡、喝奶、刷牙、讲 1个故
事，然后关灯睡觉。需要注意的
是，一旦规则形成，不应轻易改
变。

第二( 识别孩子睡觉信号% 孩
子想睡觉时会揉眼睛、拉耳朵、发
呆，这时父母助把力，孩子很容易
快速入睡。此外，婴幼儿夜醒比较
常见，这是正常的。当孩子睡觉时
突然哭闹，不要过于迅速地作出反

应，可以先等几分钟，大多数孩子
晚上醒来几分钟后又会自然入睡。
如孩子不停哭闹，可以找一种家长
和孩子均能接受的恰当安抚方式，
例如使用安抚奶嘴等。

第三( 入睡过程在床上完成%

当孩子困乏但还在清醒状态下，应
把他放到床上让他学习自己入睡。
一旦学会自己独立入睡，当孩子晚
上自然醒来时，他同样也会自己重
新入睡，而不会哭闹。

第四( 适度的户外运动% 想让
孩子睡得好，一定要合理安排其白
天的活动，让他们玩得高兴一些，
只有累了晚上才会睡得香甜。

&据 )生命时报*'

%&'(

为了弥补留守儿童缺失的亲情，进一步密切
家园联系、融洽师幼关系、构建和谐家园。近日，新
华幼儿园开展了“关爱留守儿童 奉献一片爱心”
主题活动。

活动在该园“最美高新人”刘琴老师的专题
课中拉开序幕。刘琴结合实例为全园留守儿童讲
解了爸爸妈妈在外工作的辛苦，播放了孩子们喜
闻乐见的影视短片———《关爱留守儿童，撑起一
片蓝天》。孩子们从一幅幅画面、一句句感人的
歌词中，学会感恩、学会自理、学会快乐。最开
心的就是老师和孩子玩“老鹰捉小鸡”游戏，孩
子们笑得前俯后仰，开心纯真的笑容绽放在一个
个稚嫩的脸上。刘琴老师还给孩子们送上了喜欢
的玩具、有趣绘本故事书，那一刻，这群特殊的
孩子们仿佛感受到了父母般浓浓的关爱。

此次关爱活动，不仅让留守儿童重新感受到
了家一般的温暖，还增强了孩子的自信心，同时
促进了孩子、家长与老师之间的良好沟通，为留
守儿童创设了快乐、平等的健康成长环境。

!

通讯员王莉 李飞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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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勇平，男，汉族，身份证号码：362201197911145036，
江西宜春人，原如皋市良工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股东，并负责
该公司工程部事物管理。2018年 12月，黄勇平将其股权从如皋
市良工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抽离，并退出本公司股权，但鉴于
其拒不配合本公司办理股东变更事宜，本公司亦无法与其取得联
系，故特此登报声明如下：自 2019年 1月 1日起，黄勇平未经
本公司授权而以本公司名义所从事的法律行为，本公司一概不予
认可，其对外债权债务均系个人行为，本公司不予承担责任。

如皋市良工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关于黄勇平所从事法律行为的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