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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草花苑

励志的家庭会议

热播剧《大丈夫》中，王志文扮演的

是个二婚重组家庭里的男主人公。 其现

任妻子和前妻的女儿发生误会时， 他采

取召开家庭会议的形式， 巧妙利用会上

真挚、理解、和睦的良好气氛解决了家庭

成员之间的矛盾。 里面有句台词：家庭不

是裁决公正和对错的地方， 而是营造成

员间的支持理解、信任沟通的温馨所。 看

到这里， 我不禁想起了我的父母为他们

的六个孩子入职前夜召开的励志的家庭

会议。

在小家成立之前， 我一直生活在一

个大家庭里。 父母上要赡养两位老人，下

要抚养六个孩子，一家十口人同处一室，

生活琐碎艰辛，但从来都不失温馨。 尽管

父母非常用心地经营着这个大家庭，但

他们微薄的工资， 使得这个大家庭的日

常开支经济拮据，日不敷出。 和我家一样

情况的其他家庭的父母早早地就让大孩

子们辍学去谋生计， 一起帮衬着父母操

持艰难的家。 没过几年，日子过得还真比

我们家好上几倍。 这时，左邻右舍的叔婶

们也劝我的父母：你俩太辛苦啦，该是让

几个大孩子出去干活的时候了， 你看某

某家已经盖了新房子……

每每这时，爸妈异常平静地说：苦点

累点我们认了， 只要孩子们能多读书多

受教育， 将来有文化有出息就好。 就这

样， 父母把我们六个儿女全部供上高中

毕业，大部分还接受了高等教育。 而期间

他们的艰难付出， 让我们这些做儿女的

随着年岁的增长和对生活的参悟常常唏

嘘不已， 为自己能生活在这种家庭感到

满足和幸福。

供我们读好了书还不算完， 最让我

们感动和印象深刻的就是励志的家庭会

议。 那年，家姐从华中师范学院毕业后，

即将去某中学报到任教的前夜，爸妈郑重

地在饭桌上宣布：晚餐后，全家人集中开

会。 刚读初中的我兴奋不已却更加好奇，

不知道家庭开会是个什么意思。 时隔几十

年了，那次长达几个小时的家庭会议我早

已回忆不起具体细节， 印象中只留下：你

是“火车头”，后面的几个弟妹都靠你带个

好头。 你大学毕业上班了，成人了，到单位

要服从领导、好好工作、不怕艰苦、争取评

上先进，不让家人操心、担心等等爸妈对

家姐的叮咛。 哥哥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建

筑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有色就职， 上班前

夜，照例少不了家庭会议。 会上爸妈对他

又是好一番交待： 虽然你是家里的独子，

从小娇养惯了， 但是进了单位要有责任、

有担当，要尊重领导、团结同事、学好技

术，早日当个工程师……

几年后， 排行小五的我也一样成为

了家庭会议的“主听众”，爸妈语重心长

地对我说：你从小胆子小，话语少，到了

单位要改掉这个毛病， 干什么工作和同

事有商有量地去做，不要闷葫芦一个，三

人行必有我师，工作要不怕累，不怕苦，

老话说得好———吃亏是福啊！

那次的会上，我特意问父母：当年那

么困难的条件，为什么要供我们六个孩子

都读书？母亲说：书中自有黄金屋，多读书

才能明事理，明事理的人才会乐观、上进，

那种进取的“精气神”不是与生俱来的，而

是培养出来的。

已过不惑之年的我， 现在回味着当年

母亲的这番话时，刹那间，感恩之情溢满心

间， 父母为我们营造的这种上乘家风应是

一笔千金难买的宝贵财富，它足以达到“不

教而教”的最高境界，让我们一代又一代的

家庭成员继承、发扬并践行着这种家风。

家风正， 则民风

淳。 如此一般，我们的

家庭乃至社会必将会

更加温馨、和谐。

建安公司 程玲

每次看着成群的学生背着书包上

学，就不由得想起我的启蒙老师。

小时候家乡的山村是一个贫穷落后

的山旮旯儿，村子依在一座大山下，来往

进出的路只有一两条羊肠小道。 村里很

多孩子都没读书， 大部分很小便帮着父

母照顾弟弟妹妹、洗衣做饭。 在我六岁那

年的秋天， 母亲送我到村里的一位老先

生家中，让我喊先生“老师”，交了 2 元钱

的学费，带上一张高凳子和一张矮椅子，

背着一个红格子的布书包便开始上学

了。

先生大概五十多岁，慈眉善目。 我们

的教室其实就是先生家的堂屋， 先生将

我们十几个孩子按照学习程度分为一年

级和二年级，教室左边坐一年级，右边坐

二年级。 先生将一块粗糙的黑油漆木板

挂在墙上做黑板，在黑板中间划一条线，

同样分为一边是一年级，一边是二年级。

每天早晨，吃完早饭，我们便背着书

包来到了先生的家中。 先生上午一般给

我们上语文， 先是让一年级的同学做作

业， 他便在黑板上给二年级的同学讲课

文，等到课文讲完，给二年级的同学布置

完作业才休息片刻。 休息的时间，先生会

带着我们这些孩子玩老鹰抓小鸡和跳房

子的游戏，在我们玩得脸红扑扑、兴头正

浓的时候， 先生会敲响挂在他家门前树

下的那块生铁， 我们便在“叮叮……叮

叮”的响声中坐到各自的座位。 先生接着

给一年级的同学上新课， 让二年级的同

学做作业。 时不时，有让一年级这边的同

学回答的问题， 被二年级那边调皮的男

生抢着回答出来了，于是引起满堂笑声。

很快一个上午就过完了， 中午我们回家

吃饭， 先生也开始吃家里老伴或是女儿

做熟的午饭。 到了下午，先生便用相同的

方法教我们学数学。

因为我们喝水频繁，有一次将先生家

水缸里的水喝光了，先生的女儿到了做饭

时发现早晨担的水没有了，忍不住抱怨了

几句。先生听后，大发雷霆，认为女儿不该

这样对待我们这些孩子，并且要他的女儿

给我们赔不是，他说：“这些孩子正是长个

儿的时候，多喝水是好事，让你多挑几担

水能累得着你？ ”我们当时睁着一双童真

的眼睛，看着先生和他的女儿争吵，只觉

得心中很温暖，那时候心里只觉得先生是

我们弱小肩膀的依靠。

还记得，有一次因为天降大雨，狂风

怒吼，将窗户吹破，雨水都飘进了堂屋，有

的孩子因为穿少了冻得直打哆嗦，有的孩

子因为鞋子进水了冷得直跺脚。先生家里

没有多余的衣服，便让大部分孩子都坐到

了他的床上，他拿出棉絮、床单将孩子们

团团围住，只露出脑袋，先生便在雨声中

拿着书本一字一句地带着我们朗读课文。

还有一次，我们在上课时，一阵大风

将先生家里的瓦片吹落几块掉下来，先生

来不及让下面的孩子们散开，一个剑步赶

过去将那几个孩子按在他的怀里，俯身挡

在孩子们的头上，先生的头被落下的瓦片

砸得鲜血直流……

先生曾经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书

是读不错人的，装到脑袋中，那便是你们

自己的财富。 ”为了孩子们能上学，虽然先

生有时宁愿不收那 2 元钱的学费，但是在

贫穷的山村，很多父母还是不愿送孩子来

上学，因为他们觉得孩子是家里一个得力

的帮手， 既可以分担家务也可以帮工赚

钱，送到这里来是浪费时间。每每这时，先

生便会无奈地夹着他自种的烟叶卷成的

烟，望着远方，凝重而忧虑。

而我，在这位老先生的教导下学会了

a、o、e 和 1、2、3、4……这是我童年深刻的

记忆，我永远铭记我的启蒙老师。

我的启蒙老师

冶炼厂 黄红梅

铜绿山矿 刘娟

今年不知咋回事， 感觉上有

色报特别艰难， 尤其是上生产版

的稿件，更是难上加难。一直到四

月中旬， 我写的关于生产方面的

稿子未上一篇，我感到心灰意冷。

于是跟车间宣传干事说， 我想放

弃写稿。 他安慰道：别灰心，短的

不行就写长的， 可以写人物通讯

或副刊之类，加油啊！

我开始尝试写人物通讯和副

刊， 结果我写的稿子陆续在有色

报 3 版和 4 版刊登。开心之余，心

中仍有小小遗憾：2 版生产版，我

连一篇短消息也未上。 到底编辑

需要什么样的稿件呢？ 我经常查

看电子报，认真揣摩版面的需求，

发现凡是中稿的稿件都有一个共

同点，就是新闻点选得好。于是我

一边揣摩，一边继续投稿，在历经

七个多月后， 我写的短消息终于

在有色报 2 版生产版刊登， 实现

了生产版零的突破。

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 辛辛

苦苦采访、 写作、 还得熬夜爬格

子，每当写稿写得头昏脑胀时，我

不禁问自己， 究竟为了什么还要

坚持呢？ 曾经和我一起写稿的通

讯员， 他们都曾是宣传战线的佼

佼者， 而他们现在大多都没有再

继续写稿了， 我一个不会写的还

要继续滥竽充数吗？想了很久，我

终于想到：我坚持，再坚持，整整

坚持了十一年了，不是为了名、为

了利， 只是为了隐藏在我心中的

那份信念。

坚持就是一种信念， 因为有

了坚持， 再大的挫折都会烟消云

散；因为有了信念，渺茫的希望也

会变成现实。 相信只要我们心中

有信念，坚持不懈地努力，原本的

平淡无奇也会绽放异彩。 有一种

信念叫坚持！

有一种信念叫坚持

每天早上天蒙蒙亮，我就踏着

月光来到车站，搭乘班车去矿山。到

了傍晚，我又要搭乘班车赶回下陆。

早上的车窗外像是罩着一层薄纱，

看起来朦胧隐约。 窗外的景物像是

一幅幅流动的画卷，在我眼前缓缓

滑过。

路上的行人很少，偶尔会看到

一两个菜贩，挑着菜担赶路。路边的

小摊贩早已清点好货物，迎接顾客

的光临。见到最多的是卖早点的，在

寒气肆虐、北风凛冽的季节，他们早

早来到店里，架好炉灶支起锅，袅袅

升起的热气，随风摇曳，若隐若现地

映着老板忙碌的身影。 他们似乎早

已忘记天气的寒冷，仅穿着一件毛

衣甩开膀子和面揉面。 相比之下我

坐在这温暖舒适的车厢里似乎要幸

福很多，因此对每天早早起床的抱

怨也少了。

比起早上的冷清，晚上则是喧

闹得很。 虽比不上大城市那般繁华

喧嚣、灯红酒绿，却也是流光溢彩、

绚丽夺目。 各类商家的叫卖声此起

彼伏、络绎不绝，年轻人的 K歌声更

是震耳欲聋。 街上人来人往，或是急

匆匆地赶路， 想必家里的母亲早已

做好了饭菜盼着儿子早些归来；或

是慢悠悠地四下观看、走走停停，情

侣们则是手挽手、肩并肩，脸上洋溢

着娇嗔的笑。 其中也不乏一些小商

小贩点着如萤火虫般的小台灯，孤

苦伶仃地守着巴掌大的地摊， 眼巴

巴地望着过往的人群。

最让我忍不住多看几眼的是一

对母子。 妈妈个头矮小、肩膀瘦弱，

手脚不停地炸着土豆片、臭干子，恼

人的油烟熏得她只能眯着双眼。 而

旁边身材高大、 满面红光的儿子站

在一旁面无表情， 眼神呆滞像是两

眼枯井，傻傻地望着母亲。 当妈妈对

他说拿一个碗， 他心领神会地拿过

一个碗放在妈妈手里。 这时的妈妈，

那张沧桑的脸庞像是一朵盛开在九

月的菊花。

窗外的景色是流动的， 也是美

丽的。 窗外的人儿在为各自的生活

忙碌着，奔波着……

车 窗 外

铜绿山矿 秦慧芬

最好的朋友

我想，我懂！ 你也懂！ 因为我是你最

好的朋友，你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不开心

时我才会很自然地冷漠， 不敷衍， 我想

“得罪”你要比“得罪”其他人让我放心得

多。

曾经，我们一起吃一块面包，不是掰

不开，只是不想分得那么清。

曾经，我们去奶茶店喝冷饮，你会选

和以前一样的金桔柠檬， 而我会一如既

往地喝着“卡了卡”的奶茶大全套。 我们

总会交换，习惯喝对方手里的那杯饮料，

当我被奶茶腻着的时候， 还会不高兴地

埋怨：早知道和你买一样的。

曾经，我们会“看上”同一个男孩，我

说：“我去追他吧！ ”你说：“一边去，这么

俊俏的公子当然属于本姑娘。 ”后来就没

有了后来， 我们都很少再提那个俊俏的

男孩。

曾经，我 120 斤，你 110 斤，后来你也

快 120 斤时，你总是无奈地说：“不知道我

什么时候才能不和胖子做朋友， 那样我

才能保持苗条身材。 ”我总是恶狠狠地瞪

着你说：“少装！ ”

曾经， 你在 KTV 搂着我、 吼着那首

《大女人》， 让在座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

情景，我到现在还记得。 你总是说：“可惜

本姑娘是女的， 要是男人绝对把你们都

收了。 ”

曾经， 我们吵架， 我大叫要和你绝

交，你说王八蛋你给我等着。 结果晚上你

气呼呼地坐在烧烤摊前， 二话没说你就

灌下一瓶啤酒，还说有种你就喝。 我酒量

不行，可那天晚上我也喝了很多……

现在，我还留着我们聊天的窗口，即

使没有发送消息过来， 还是会在屏幕下

方看到窗口，会在 Q 上对你设置“隐身对

其上线”和“好友上线提醒”，只要你一上

线我就迫不及待和你说东道西。

自从你恋爱了， 就像许多言情小说

写的那样， 从此你开始当百依百顺的好

女友，不再是我生活中的影子，只是偶尔

在我生活边缘游荡。 纵然感伤， 纵然惆

怅，可我还是想，如果注定要为了伴侣渐

行渐远， 希望多年以后我们不要相互埋

怨，因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但你还是很

清楚我心不心烦， 因为我知道我空间的

每次更新你都会看。

因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每次我遇

事不快时你总会坚决地对我说：“你的事

情我再也不管了。 ”可是接下来的日子你

依然对我照管不误。 那时我很是感激，因

为任性的我在你面前又一次获得了温

暖。

如今你依然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难

过了、烦恼了、悲伤了，请记住有我在你

身边。 你可以毫不掩饰自己的难过与悲

伤， 因为我会装作看不见， 其实你的悲

伤、难过我都知道，但我不会对第三个人

言， 因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不会说：

“希望你能好好的” 便永远消逝不见， 我

会一直在你身边，陪伴着你……

我没了你，我就是安静的自己。 你没

了我，也不会是“神经质”的你吧？ 我知

道，我们的生命中有晴天，也有雨天，但

总会雨过天晴， 你要相信我就是那把雨

伞，不管晴天还是雨天都会不离左右，伴

着你———我最好的朋友！

铜绿山矿 方圆

企业歌曲

清泪两行洒坟台，

祭奠先人悲情怀。

追忆往昔今犹在，

时光逝去不再来。

行善尽孝本应该，

家庭和睦显真爱。

感恩岁月常爱戴，

乐享幸福花盛开。

清明祭

冶炼厂 吴学文

春和景明

王晓明 摄

职工

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