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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活 笔 记

“金 花”
拍摄时间：2020年 5月 5日
拍摄地点：大理古城复兴路
作 者：马丽芳

情 感 码 头

私 房 话

很 多 时 候 ，我 们 无 法 知 晓 未
来 会 遇 到 什 么 事 ，不 可 预 测 会 遇
到 什 么 人 。 今 年 春 节 ，一 场 突 如
其 来 的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让 我 遇 上
了难忘的“加长版寒假”，过上了
漫长的“宅生活”。

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打破了
我的日常状态，一些全新的事物从
各个方面融入我的生活。我学会
了线上教学，学会了线上处理学生
的日常事务。虽然师生各自在家，
工作起来与办公室里或教室里没
有太大差别，但工作和学习的地点
和方式还是有着很多不一样。

每天清晨，各种鸟鸣声催我起
床锻炼。晨练结束后，第一件事就
是收集全体学生的情况，分析相关
信息，分门别类地上报学校。偶尔
遇到特殊情况，还得再通电话联络
沟通交流，丝毫不敢怠慢。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我从小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本
性”就难改了，读唐诗宋词，读鲁
迅 巴 金 冰 心 ，也 喜 欢 读 其 他 的 小
说或散文。小学期间就读完中国
四 大 名 著 ，初 中 读 过《巴 黎 圣 母
院》《战争与和平》等世界名著，近
年 来 还 恋 上 最 便 利 的 网 上 阅 读 ，
读书成为我生活的一种方式。文
字 让 我 着 迷 ，长 期 阅 读 后 萌 发 了
书写自己感想、情思的念头，也想
让 文 字 带 上 自 己 的 心 ，融 进 自 己
的 生 活 和 情 感 。 一 篇《两 个 小 伙
伴》获全国师范生征文二等奖后，
从 此 一 发 不 可 收 ，用 文 字 尽 情 地
释放着我的心情，竟然写出了 40
多万字的作品。“加长版寒假”，阅
读在继续，写作也在继续，充实着
我的“宅生活”。

儿 子 不 能 按 时 返 回 公 司 上

班 ，每 天 都 窝 在 自 己 的 房 间 里 不
停 地 读 书 。 好 几 个 晚 上 ，夜 间 我
醒 来 时 他 的 房 间 里 灯 还 亮 着 ，他
也 在 读 他 喜 欢 的 书 、他 买 来 的
书 。 有 人 说 ，阅 读 是 一 件 私 人 的
事，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阅读行为
一 直 就 具 有 社 交 属 性 ，因 为 阅 读
行为本身是作者与读者的一种交
流，作者向读者传递知识思想，读
者也向作者反馈阅读感受。

爱 人 作 为 一 名 新 闻 记 者 ，疫
情期间，身上的责任更 重 了 。 在
这 场 疫 情 防 控 阻 击 战 中 ，他 不 怕
困 难 、不 畏 艰 险 ，紧 扣 疫 情 防 控
工 作 大 局 ，用 一 篇 篇 增 信 心 、强
决心、稳人心、暖民心的报道，增
强 全 县 人 民 战 胜 疫 情 的 决 心 与
信 心 ，践 行 新 闻 工 作 者 初 心 使 命
的担当与责任。

这是漫长的等待。对学生而

言，从 1 月 17 日正式进入寒假到 4
月 26 日复课，一百天过去了。经
过“加长版寒假”，在阳光明媚的
春 日 里 ，他 们 终 于 回 到 久 违 的 校
园重返课堂。

我从接到准备复课的通知开
始 ，带 着 既 兴 奋 又 焦 虑 的 复 杂 心
情 忙 碌 起 来 ，细 到 学 生 第 一 天 早
上到校如何迅速完成健康码和行
程 码 的 扫 描 ，如 何 最 大 限 度 做 到
无 接 触 上 卫 生 间 ，如 何 安 排 课 间
活动、错峰上学和放学，如何上好
开 学 第 一 课 ，如 何 做 好 防 疫 知 识
宣 传 、每 日 健 康 统 计 …… 力 求 平
安、顺利地完成各项工作，迎接孩
子们的到来。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
一个春天不会来临！经历过疫情
的我们和孩子们一定会怀着一颗
感恩的心，珍惜当下，努力前行！

难忘的“加长版寒假”
□ 杨 银

邻居家的儿子大学毕业好几年
了，连续跳槽多次，起先孩子本人和
父母都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认为

“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本
无可厚非，也算是天经地义。

谁知，正应了“事不过三”的说
法，近日孩子父亲跟我大诉苦水道：
唉，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跳槽后的
那几家公司，当初还好，哪知后来公
司境况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
年，都比不上前几家公司和单位，儿
子职级降了，薪水少了，个人发展空
间也变窄了。现在是跳槽还是留
守，左右为难，剩下的只是最初的留
念与后悔。

我想，现代社会，人才总是流动
的，不像过去，一个人选定一个单位
或某种职业，从此固守一辈子，终老
一生，现在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也不
合时宜。人才社会化和国际化流动
的趋势是很正常的现象，流水不腐，
户枢不蠹，“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
源头活水来”，唯其如此，社会才能
充满动力和活力，有人才的合理流
动，方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人才的
生 命 力 也 才 能 持 久 ，有 旺 盛 的 活
力。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
性，充满着辩证统一，而矛盾是时
时有处处有的。试想，一个人，在
职时缺乏对单位或职业的认知、认
同，没有基本的忠诚度，动辄频繁
跳槽，表面上是用人单位的损失或
过 错 ，实 际 上 对 频 繁 跳 槽 的 人 而
言，是一种伤害，甚至是一种失败。

读《论语·泰伯》，记得曾子说
过：“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
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
与？君子人也！”这段话体现了曾
子的忠节精神，为人忠诚贯穿儒家
文 化 始 终 ，说 明 忠 诚 是“ 仁 ”的 品
德，它是君子行立于天地自然之间
的根本。

忠诚会使一个人保持正直，给
人以力量和耐力，也是一个人精力
充沛的主要动力，让他与团队同舟
共济、共谋发展，并在集体中发挥
出潜能和聪明才智，实现个人的价
值。英国诗人、政治家本杰明·鲁
迪亚德曾经说过：“没有谁必须要
成为富人或成为伟人，也没有谁必
须成为一个聪明的人；但是，每一
个人必须要做一个忠诚的人。”现
在 的 用 人 单 位 在 招 聘 人 员 时 ，最
关 注 的 总 是“ 你 有 什 么 能 力 ”“ 你
能 胜 任 什 么 工 作 ”“ 你 有 什 么 特
长 ”之 类 关 于 能 力 和 素 质 方 面 的
问题，而很少关注“你能融入我们

公司的文化中吗”“你认同企业的
理念”“你如何理解对单位热爱”等
关于忠诚的问题。

一个人，既要忠诚于自己的内
心，君子慎独，不欺暗室，也要忠诚
于自己的工作，恪尽职守，干一行钻
一行爱一行，执着固守，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因为，忠诚在人格中居
于主导地位，起着支配作用，在实践
中使人格受到捍卫，它对于生活不
是消极被动地去影响，而是有着强
有力的规范作用。这种行为的规范
在日常生活里每时每刻都在塑造着
人的品格，并且这种时刻发生作用
的力量会日益强大。没有这种主导
力量的影响，人品和人格就失去了
自己的保护伞，面对各种诱惑，人格
就时时有叛变失节的危险。任何一
种诱惑都可能使人屈服，不管程度
多么轻微，都将导致自我的迷失与
堕落。对于员工而言，你忠诚你的
公司，你得到的不仅仅是企业对你
更大的信任，你的所作所为还会让
人 感 受 到 你 人 格 的 魅 力 或 力 量 。
如果你轻易背叛了你的工作，你或
许将背上一辈子擦拭不掉的污点，
背叛的代价就是被自己的人格和
尊严染上了污点。一个人的忠诚
不仅不会失去机会，相反，会让他
赢得更多机会，除此之外，还能赢
得上司和同事对自己的尊重和敬
佩。人们似乎越来越注意到，一个
人取得成功的因素并不在于他的
能 力 ，而 是 这 个 人 优 良 的 道 德 品
质，难怪，有人说道：一盎司的忠诚
相当于一盎司的智慧。

忠诚是一种美德，有了这种美
德 ,你才会取得别人的信任 ,别人的
依赖。忠诚于自己的公司，忠实于
自己的上司，与同事们同舟共济，
共 赴 艰 难 ，将 获 得 一 种 集 体 的 力
量，人生便会变得更加饱满，事业
就会变得更有成就感，工作就会成
为 一 种 享 受 。 反 之 ，那 些 表 里 不
一、言而无信之人，整天陷入尔虞
我诈的复杂人际关系中，在上下级
之间、同事之间玩弄各种权术和阴
谋，即便一时得以升迁，取得一定
成绩，但终究不是一种理想的人生
和令人愉悦的事业，最终受到损害
的将还是自己。

忠诚于自己的事业，忠诚于自
己的国家，忠诚于自己的内心。忠
诚，乃是人生在世、安身立命、为人
处世的良方妙药，是自己品德修养
的真实写照，还是促使自己不断前
行的无形力量。

忠 诚 的 选 择
□ 施福昆

母 亲 生 于 农 家 ，淳 朴 的 民
风 、良 好 的 家 教 造 就 了 她 勤 劳 的
品 格。

我们兄妹三人都还小的时候，
家里境遇甚差，父 亲 又 在 县 城 上
班 ，家 里 的 生 活 重 担 全 压 在 母 亲
一 个 人 的 肩 上 。 为 了 多 挣 些 钱 ，
供 我 们 上 学 ，母 亲 一 人 栽 种 了 三
亩 多 烤 烟 ，且 一 连 栽 了 好 几 年 。
那时还没有现在这么先进便捷的
烟 草 种 植 技 术 和 条 件 ，从 育 秧 苗
到 烘 烤 出 炉 ，全 靠 母 亲 用 她 单 薄
的身板撑着。

最辛苦的莫过于浇烟水，每一
挑水都得从她的肩膀上过。看着
母亲那么辛劳，我和姐姐也懂事地
担起了水桶。我们挑着装水量 5L
的油漆小铁桶还左右乱晃，可母亲
挑着可装 20~30L 水的大皮桶却“健
步如飞”。我不知道母亲瘦小的身
躯怎么会那么有劲，只固执地以为
自己也该做点什么，好让母亲能歇
口气。

母 亲干劳动是一把好手。炎
炎夏日，太阳无情地炙烤着大地，
母亲额头上的汗水如珠、如豆、似
雨般落入地里，那每一刻，我读懂
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含
义。田野中，我们兄妹三人也时常
陪着母亲忙碌着，大的挑水，小的
浇水，这辛苦却又温馨的画面永远
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1991年，我们兄妹三人都面临
着毕业升学。家中刚好修建了两
层的小洋楼，欠了外债 1 万多元，
供 我 们 兄 妹 上 学 更 要 花 钱 ，再在
土 地 上 刨 食 已 经 无 法 维 持 生 计
了。那时，母亲既为我们学习好感
到高兴，又为“高昂”的学费犯愁。

母亲小时候就因为家里穷，兄弟姊
妹又多，排行老大的她只读到小学
二年级就辍学回家帮着带弟妹、做
家务了。母亲不想让她的儿女活
得跟她一样辛苦，她曾经说过只要
我们兄妹三人能学有所成，她就是
砸锅卖铁也要供我们读书、成才，
过上好日子。为了能让我们兄妹
三人顺利完成学业，母亲就寻思着
如何能挣到更多的钱，才能够供我
们上学用。和父亲商量后，她决定
到县城做点小买卖，多挣点钱补贴
家用。那一年，母亲带着憧憬、心
怀忐忑离开辛苦耕耘了 40 年的土
地，到县城做了一个生意人。

初到县城，母亲卖过鱼、卖过
水果。后来，在城南农贸市场租了
棚子，专业卖起了水果。记忆中，
农贸市场的西门旁，总能看到一个
中年妇女在水果摊前忙碌着：洗水
果、摆水果、卖水果，还不时地吆喝
着招呼过往的客人来买，那就是我
的母亲。在母亲的水果摊上，一个
个水果被母亲擦洗得鲜亮诱人，摆
放得整整齐齐。老远就能听到母
亲中气十足的吆喝声：“苹果——
八角八角——”母亲有时也亲自去
出产地购买水果。严重晕车的她
时常往返于景洪和祥云之间，从不
晕车的我不知道母亲忍受了怎样
的痛苦，我能看到的永远是乐观豁
达的母亲脸上的笑容。

在 家 人 的 多 次 劝 说 下 ，母 亲
55 岁 时 回 家 含 饴 弄 孙 ，共 享 天
伦。明年，母亲就满 70 岁了。我
勤 劳 的 、用 爱 为 儿 女 筑 巢 的 母 亲
不 需 要 再 劳 力 劳 心 了 ，但 她 却 以
另外的方式继续爱着我们。我爱
我的母亲，永远！

暮 春时节，陪女儿在院子里
玩。跑到墙角的女儿突然大声喊
我：“妈妈，妈妈，萝卜开花啦。”

我跑过去。许是去年秋天，
母亲埋在土里的萝卜落下一个，
只有一截萝卜的根在土里，几乎
整个暴露在外面。灰绿色的萝
卜上面布满了褶皱，褶皱里夹着
泥 土 ，毫 无 一 个 生 命 该 有 的 光
泽，像一个褶皱满脸的老朽！可
沿着萝卜往上看，与萝卜本身很
不搭配的是一株直挺挺的枝干，
像卫兵一样威风凛凛，上面开着
一簇簇紫色的小花。

鲜 妍 的 小 花 ，和 土 地 上 的
老萝卜看上去像是毫无关联的
两 个 生 命 。 一 个 生 机 勃 勃 ，娇
艳 欲 滴 。 一 个 垂 垂 老 矣 ，毫 无
生气。开得正艳的花瓣，每朵花
有四片，淡黄色的花蕊，雪白色
过渡到淡紫色的花瓣，像穿着美
丽裙裾的新娘。嫩嫩的叶片，摸
上去绵柔柔的，连蝴蝶和蜜蜂也
贪恋着它们的柔软，驻足上面闭
目养神。春风拂过，缕缕清香飘
进鼻子，顿时气清神明，让人不
由得升起怜爱之心。

挨着花瓣是一团团翠绿色
的 花 籽 ，郁 郁 葱 葱 的 布 满 枝
头。滚圆而饱满的花籽像一个
个 小 婴 儿 的 娃 娃 脸 ，一 派 朝 气
蓬勃的样子。一个挨着一个簇
拥 着 ，像 排 着 队 等 待 升 国 旗 的
少先队员。

任你怎么都无法相信这些
生 机 盎 然 的 花 籽 和 花 瓣 ，是 由
满 身 褶 皱 、毫 无 生 机 的 老 萝 卜

“生”出来的“孩子们”。
我看得出了神。想到眼前

这 棵 老 萝 卜 从 去 年 秋 天 到 现
在 ，整 整 大 半 年 的 光 阴 ，它 经
历 了 冷 冷 的 秋 雨 ，刺 骨 的 霜
降 ，皑 皑 白 雪 的 冰 封 ，震 耳 欲
聋 的 惊 雷 ，一 直 苦 渡 着 生 命 的
浩 劫 ，却 始 终 坚 强 地 蛰 伏 着 ，
隐 忍 着……

终于等来万物复苏的春天，
看着樱花开了，梨花开了，最不
起眼的映山红也开了，它知道终
于可以奔赴使命，拼尽全力，繁
衍生息。便呛着冷风饱饮雨露，
探出身子吸收阳光，盼来了翠绿
的芽苞，枝干开始向上生长，开
出 灿 烂 的 花 ，结 出 饱 满 的 花 籽
…… 它 的 生 命 终 于 得 以 延 续 。
花 瓣 吸 收 它 的 营 养 ，越 来 越 灿
烂，花籽也越来越饱满。而它，
越来越干涸，直至水分营养被吸
收一空，遍布褶皱，默默地变成
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但它
看着风中飘扬的花瓣，结实的花
籽，无怨无悔，心满意足……

我 看 看 身 边 娇 嫩 的 女 儿 ，
想 想 满 脸 皱 纹 年 迈 的 母 亲 ，不
禁 落 泪 。 眼 前 干 涸 如 戈 壁 ，沧
桑 如 树 皮 的 老 萝 卜 ，不 正 是 一
个最伟大的母亲吗？不惜榨干
自 己 的 生 命 ，无 私 地 哺 育 着 孩
子，像一支燃烧的蜡烛，不惧怕
炼 狱 般 的 疼 痛 燃 烧 出 光 明 ，为
孩子照亮前路！

清 凉 如 水 的 月 色 下 ，萝 卜
花 随 着 软 绵 绵 的 暖 风 舞 动 ，眼
前这棵垂暮的萝卜正得意地仰
着 头 欣 赏 它 的 孩 子 们 ，周 身 散
发 出 母 性 的 光 辉 ，如 皎 洁 的 月
光。仿佛在温和地说着：“看着
你们长大，我不惧怕老去。”

“萝卜母亲”的爱
□ 远 山

母亲的劳动岁月
□ 张美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