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走在大路上

从大城市回来后，二姨就对大城市的生活观念愤愤难平。

表现在厨房里，专人专碗不说，筷子一周一换，抹布也是一

次性的。炒菜只放油盐，能生吃就不熟做，能清蒸就不煮炖，方式

简单，味道清淡。饮食简约精化，每餐宁可少食也不剩食。

表现在卫生间里，比厨房更加讲究。毛巾、脸盆、牙膏、牙刷、

牙缸都是专人专用，还有五花八门的香皂、肥皂、内衣皂、洗衣

液、洗衣粉、柔顺剂、漂白剂等，格外讲究。

表现在居家生活中，旧物一概毫不犹豫地扔掉。小到玩具、

衣服、鞋子，大到家具、电器，只要是旧的，都可以毫不犹豫地送

人或扔掉。而对待家中的猫狗，比对儿女还亲。每日给小狗买肉，

给小猫喂香肠，甚至晚上还同床同眠。

这诸多规矩，逼得二姨快快地回了农村老家。

这些零碎的、没有实证考察过的，来自我二姨口中的大城市

生活经，若让我的婆婆听见，肯定满是不屑，也不会对她的生活

产生丝毫影响。不过，这来自大城市的生活经传到我的耳朵里，

便不能称之为“经”。

我素来是专碗专筷，且坚持碗筷一直存放在冰箱里；毛巾、

牙膏专用那是不屑说的；洗脸、洗脚用流动水，反倒省去了用盆

的麻烦；旧衣物及时淘汰处理，保持柜内简洁有序是我的最爱；

对待不合时宜的鞋子，我大有一扔为快的感觉。总之家中存在的

都是生活必须的，或者是作为古董而珍藏的。

开始时，老公不理解，调侃道，如果人能扔的话，我可能连他

也扔了。逐渐的，他看到一个简洁舒适的居家环境，再习得一些

大城市的生活理念，便开始向我靠拢———不再重拾我扔掉的抹

布、毛巾、拖把；不再狠狠地往菜锅里添加佐料；不再大物小件的

天天往家运东西；他甚至还把积攒了多年的旧皮鞋装进一个大

兜里，一次性地扔掉了。而我们的女儿也养成了这样的生活习

惯，她不仅把自己的碗筷贴上了专用标签，而且喝水饮食也坚决

不与我们混同。耳濡目染下，婆婆慢慢地也开始习惯我的“洁

癖”，并且有配合改进的意愿。

《朱子治家格言》中曰：“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饮食约而

精，园蔬愈珍馐”。讲究的便是器具的洁净、饮食的简约。我始终

坚信，生活是朴实无华的，所有的奢华不过是表象，最终都要归

于简约精化。庞大的丰盛的充盈感最终只能来自于人的内心而

不是其他。

生活经

我写故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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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家庭

短镜头
一

“幸福的家庭一定和谐，和谐的

家庭一定幸福。”我正伏案轻轻敲击

电脑键盘，赶写一篇《幸福家庭》的

小短剧。如同父亲当年在田野辛勤

耕耘一样，我的神情十分专注和投入。

这是孟春的一个上午。堂屋内炉火

熊熊，80多岁的老母围炉而坐，手拿一把

夹钳夹核桃，炉子边的餐纸上已经放了一

堆剥了皮的核桃仁。

书房内键盘声脆，荧屏闪烁，汉字跳

跃。门被轻轻地推开，母亲蹑手蹑脚地走

进来，把核桃仁放到电脑桌边，无限深情

地望了我一眼，悄无声息地走开了……

母亲看电视养生栏目，养生专家说常

吃核桃仁可以健脑醒神，增强记忆力，延

缓衰老。母亲就打电话让老家的亲戚送

来了上等的山核桃。于是，我常常一边写

作，一边幸福地品嚼核桃仁的芳香。沉浸

在母爱馨香中写作的我，以至于把文中那

些方正的汉字都濡染得喷喷儿香。

二
恬静的夏夜，四世同堂看电视。看罢新

闻联播，儿媳妇轻按遥控器，节目转入戏曲

频道。锣鼓响起，笙弦悦耳，戏曲人物粉墨

登场。似睡非睡的老母亲忽然精神起来，眼

睛紧盯大屏幕，一双老寒腿随着音乐的节

拍晃动……母亲爱戏，爱到深处三分痴。三

代人望着她一副痴醉的样子都笑了。

我走近母亲，轻轻地为她捶背，按摩

她些许变形的颈椎。少顷，我觉得我的腿

肚被轻微的抓挠几下，扭回身发现是两岁

多的小孙女在模仿我。

“爷爷，按按———”我眼窝一热，泪水

在眼眶里打转……此后的日子里，母亲幸

福地闭上眼睛，享受着曾孙女轻若毛掸的

捶背；我的胳膊和腿，也时不时被孙女的

小手抓挠和搓揉，那融融的暖意，甜至肺

腑，醉在心头。

三
秋夜，我们围桌而坐。妻子开始为母

亲分药，母亲照例又开始说“瞎话”（讲故

事）：“种不好庄稼一季子，娶不好媳妇一

辈子……”每每母亲絮叨那些古辈传下来

的故事时，玩手机的孙媳、孙女忙把手机

放下，孙子忙招呼他的小女儿停止舞蹈，

我也放下手头的书，一家人洗耳恭听。

《拉荆笆》《弟俩分家》———母亲讲完这

些故事后，常说“瞎话、瞎话，一肚子肋巴

……”然后在惬意的笑声中结束了“演讲”。

接着开始吃药，曾孙女走上去，把分好的药

抓在手里，“老奶，我喂、我喂———”她踮起脚

尖，小手把药一粒粒喂进老奶奶的嘴里……

药虽是苦的，但经过亲情的滋润，天

伦之乐的浸泡，于是———母亲嘴里的药

片，似乎变得香甜香甜……

四
隆冬，临年傍节时，母亲再度住进了

医院，我们轮流侍候母亲。病房里，点点滴

滴的液体输进母亲的体内。陪护的儿媳为

婆母喂罢药，把面苹果削成薄片，一片片

地喂进婆母的嘴里。接下的时光里，婆媳

俩开始拉话：远古轶事、当世趣闻、城乡奇

事、家长里短———拉呱的话题漫无边际，

掏心窝的话儿没完没了……

看着婆媳二人亲密无间的幸福模样，

羡慕得邻床的大嫂心都痒痒的……

春节的仪式照例是从敬拜天地拉开

帷幕的。当院里摆了一桌丰盛的供品，一

炉火香旺燃，香烟袅袅，两只红蜡烛光摇

曳，三杯清酒飘香。一家四代人按辈分站

在供桌前，等待母亲主持这庄严的祭拜。

母亲手捧金元宝，锡箔纸叠的，升子

一般大小。

“娘年事高了，今年你来吧？”母亲说。

“娘，您是咱家的‘董事长’，还是您来

吧！”

我的话把家人都逗笑了。母亲并不责

怪，于是点燃了元宝。然后，母亲把三杯清

酒分别洒在地上：“一敬苍天，二敬大地，

三敬人祖！”

在母亲的主持下，家人按辈分跪下行

叩拜礼。大礼成，接着大家又进祠屋敬拜

先远宗亲。

庄严的祭祀结束后，母亲坐在罗圈椅

上，从口袋里掏出崭新的票子发红包。叩

拜、祝福———发红包。每人一份的红包发

放后，秩序大乱，孙辈、曾孙辈们爬起来，

一起涌向老人抢红包。老人早有预备，把

响呱呱的零票子撒向了空中，大家欢呼雀

跃着哄抢福钱，其乐融融，大家庭洋溢着

和谐、幸福和温馨……

“富有的家庭不一定和谐，不和谐的

家庭一定不会幸福。”我走进书房，深情地

用键盘敲击下了这句话。

责任 情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5”是一

个吉祥的数字，“5年”是一个重

要的时间刻度。在 5年又 5年中，

中国共产党召开一次又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为中华民族向着伟大

复兴目标前进指引着航向。

金秋九月，秋高气爽。9 月

12 日，在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

之际，汝州市信息中心精心策

划，和全市 20 个乡镇（街道）联

合开展的“砥砺奋进的 5 年 迎

接党的十九大特别报道”拉开了

帷幕。即将过去的这 5 年，是中

华民族砥砺奋进的 5年。对于汝

州又何尝不是栉风沐雨、砥砺前

行、锤炼品质、荣耀不断的 5 年？

那么，如何在有限的版面上将各

个乡镇（街道）5 年来的成就全

方位地展示出来？对于采编人员

来说，是挑战，是考验，是沉甸甸

的重任。一时间，从信息中心主

任、总编辑，到部室主任，再到编

辑、记者，专题报道成为主要话

题，大家收集了刊发类似报道的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河南日

报》等报纸来研究、借鉴，打开思

路，启迪智慧。

首个展示的是钟楼街道。近

年来，钟楼街道抢抓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汝东高新区、汝河水生

态示范区建设的重大战略和重

大规划机遇，担当实干，开拓进

取，经济社会发展和各方面工作

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尤其在中

大街历史文化街区提升改造、张

公巷瓷窑址发掘保护、钟楼历史

文物修缮等重点工程中所创造

的速度，足可以载入史册。早上

8 点半编前会一结束，编辑即开

始着手修改记者采写的稿件。一

版头题位置刊发的是钟楼街道

5 年来的发展总概况，四版以专

版形式全面展示，有文有图有真

相。上午 11 点半左右，大样排

出。浏览一下，布局还算美观；仔

细再琢磨一下，有点儿不尽人

意，却又说不出问题在哪里。一

边校对着文字，一边寻找达到尽

善尽美的改变举措。思虑中，不

觉日已过午。我疲惫地斜靠在沙

发上，闭目沉思。突然，灵光一

闪：老汝州，新钟楼，新跨越，新

追求。一行简洁的文字出现在眼

前。我赶紧抓起衣袋里的笔，龙

飞凤舞地写到纸上，唯恐一激动

再忘记了。有了这一行文字作统

领，那些图片，那些数据，一下子

有了归属，我的心这时安宁了。

《和谐洗耳，风鹏正举》《大运

风穴，繁花似锦》《腾飞汝南，鹏程

万里》《魅力煤山，大地飞歌》《温

泉小镇，风生水起》《和美夏店，山

川祥瑞》……接下来，一个个乡镇

（街道）轮番亮相，一个个精简凝

练、朗朗上口的修饰语及时被打

造出来。

就这样忙碌着、困顿着、收获

着，如今再回首，那无数个案牍劳

形的灯下、无数个废寝忘食的日

子、无数个“吟安一个字，捻断数

茎须”的苦思冥想，一幕幕浮上心

头。抚摸一张张报纸，端详一个个

版面，这些往日的辛劳瞬间即被

收获的喜悦所取代。只有经历过，

才能切身体会到老农面对着一派

丰收时的喜悦和充实。可谓：春华

秋实不负人勤，砥砺奋进孜孜以

求。

一路用心打磨，一路精雕细

琢。用真情和担当去解读汝州的

巨变，解读汝州的逐梦历程，见证

汝州的荣耀辉煌。累并快乐着，辛

苦并欣慰着。这，就是报纸采编

者。

入 行 十 年

我是一个记者，一直在路上。

我想写，是因为我是一个记者；我写出来的原因，还

是因为我是记者。

记者节，这个日子，无论是一个集体还是一个人，总

是要回顾过去，梳理未来。因为回顾和瞻望，都是为了实

现心中的梦想，因为同样拥有梦想，明天才充满了希望，

也才这般令人神往。

许多人都认为，我不是一个纯粹的文人。尽管我不

想承认，但我确确实实是一个与文字打交道的人。

对于文字，我一直都有超乎异常的热爱。对于文字

工作，我一直都在恪尽职守、尽心尽力，用心血和汗水去

书写我和我追逐的梦想，追逐我生活中的每一朵浪花。

也许有时，我努力的结果，不一定都会成功和满意，但我

的行动会使我有所触动、有所反省、有所进步，那就是我

对文字热爱的证明。

不管严寒酷暑，无论白天黑夜，多少次，我奔波在现

场，奋笔在案头，以真实的文字让传说变成现实，让现实

因此而精彩。

站在这个日子里，我习惯了回望———不仅为了留

恋，更是为了梦想与希望。曾经走过的坎坎坷坷，写过的

形形色色，做过的琐琐碎碎，追梦的快快乐乐。其中，有

成功的欢乐，也有失败的痛苦。但无论是感激或遗憾，快

乐或忧伤，平坦或挫折，收获或失去，都一直伴随着我，

伴随着我的学习和生活。

暖暖的灯光下，工作台上的茶杯中溢出浓浓的茶

香，熟练地打开电脑，上网、写稿、看新闻……这是我每

天除了洗漱以外必须经过的程序。喜欢在沉寂的深夜完

成思绪的整理，也因此不可自拔地迷上文字，以及围绕

文字发生的一切。

我常常感悟：假如春天里没有风，秋天的时候就不

会有雨；就像手里握着一把细沙，想去掬紧，却漏之更

多；所以，既然无法预测未来，既然已经淡忘过去，那么，

就更应该珍惜当下，享受生活。当一个人变得执着，变得

无所惧时，人生的春天才会真正到来。

一个日子就是一种人生，一次拼搏就是一个梦想。

日子叠着日子，岁月映着岁月……不经意间，岁月之书

又悄然翻过了一页，翻过的，不只是时间，还有依附在那

些发黄页面上的，我和我们的故事。然而，岁月的沧桑湮

灭不了追梦的方向，那些逝去的美好时光，仍然是我最

宝贵的精神财富；那些对未来的欣喜渴望，依然是我最

向往的美丽梦想。

我曾对一个文友说：我是个乐观而善于遗忘的人，

先前工作上很多的烦心事很快就会自我化解，而且许多

年来我还总是乐于去化解别人心里的苦闷。缘于乐观，

多年以来，我一直都是朝着自己喜爱的方向行进。过去

如此，现在依然如此。就像河水缓缓流淌，所有的遗憾都

不再是遗憾，所有的幸福都是美满，所拥有的一切，都是

上天独一无二的馈赠。还要什么呢？

有时候，对于我来说，写文字，纯粹是一种职业道

德。

我不写，会有人写；我写，仍有人去写。所以，我写与

不写都是一样的。

但是我写，因为我热爱、我喜欢，所以，我写。故，我

在。

在奔波忙碌中，2017 年记者节悄然

而至。夜深人静时放下手中的笔，细细回

味，十余年的记者生涯是我一生的财富。

2008年，作为一名摄影专业的毕业

生，我开始了人生的第一份工作。然而，

在学校学习的理论知识真正实践起来却

根本派不上用场。还记得我的第一次采

访，由于经验不足，加上对采访对象了解

不透彻，写作过程磕磕绊绊，苦不堪言。

最后还是在部室主任的帮助下才勉强完

成了第一篇文图并茂的通讯报道。后来，

在单位领导及新闻前辈的不断指导和组

织学习下，慢慢地我写起稿子也能得心

应手了。至今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看到

报纸上那署了自己名字的一千多字，心

头涌上一丝甜、一丝苦、一丝酸的感觉。

工作近十年来，我从一个门外汉逐

渐成长为《今日汝州》的一名“老”记者，

期间的跌打滚爬，让我深深爱上了这个

职业，苦而有乐。有人说，记者只是“记录

的人”。的确，我们或拿着笔，或扛着笨重

的相机，整日奔走，为的就是让所有人都

知道自己视野范围所不能及的事件和世

界。要问有什么感悟心得，我一直认为

“能吃苦、爱学习、肯钻研、有责任、敢担

当”，对于我们这批“80后”新闻工作者来

说依然十分需要。

可以说我是伴着《今日汝州》一起成

长起来的。十年来，每天可以与报纸、与

摄影为伴是我最大的幸福。记得刚参加

工作时，各级领导们对我们讲得最多的

就是“责任感”三个字，这三个字始终伴

随着我，影响着我，让我在工作中多了一

份坚毅和执着。忘不了家常便饭般的熬

夜加班赶稿，忘不了一次次顶着烈日、冒

着严寒在恶劣环境里采访及拍摄新闻照

片，忘不了第一时间赶到突发事故现场

进行采访，忘不了为了写好稿件和拍好

照片受过的委屈、付出过的汗水和流过

的泪水……这一路，布满了太多的坎坷

和荆棘，凝结了太多的辛酸和汗水。但现

在回想起来，这既是一种成长，更是一种

收获。

回顾自己的记者生涯，我收获了太

多太多，有感动、有满足、有成长。记者是

一个神圣的职业，也是一个光荣的称谓。

从跨入报社的那天起，身上就压上了一

副沉甸甸的担子，既然选择了记者，就必

须担负起这一份使命与责任。

入行十年，面容已不再年轻，青春已

渐渐远去。在还不到回忆的年纪回首这

十年的日日夜夜，惟感自豪的是：激情仍

在，动力依然，前进的脚步没有停歇，我

将一直在路上。

李 晓 伟

吴 伟 伟

王 小 培

彭 忠 彦

陈 凝

汝州———一座千年古城，历经沧海桑田的演变，“两山夹一

川，汝水流中间”最终定格，流淌千年的汝河，见证着一代又一代

汝河儿女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壮举。

创新让城市充满活力。曾几何时，“汝州人的马尔代夫”刷爆

朋友圈，蓝天、白云、沙滩，一幅海景度假圣地图近在咫尺。周末

时光，约三五好友，脚踏细沙，放眼汝河，微风拂面，仿佛置身人

间天堂“马尔代夫”。夕阳西下，金色的太阳发出灿烂的光芒，与

汝河交相辉映让人心醉。十一前后，改造一新的风穴寺夷园开门

迎客，盘龙、游龙、狮子、花瓶等多种鲜花造型，让我们“足不出

户”也能漫步花海品诗赏菊，感受文人墨客的雄心壮志与浪漫情

怀……这仅仅是大美汝州昂首向前，阔步前行的一个微小缩影。

包容让城市更有魅力，汝州城乡面貌焕然一新。路网密布四

通八达，汝登高速、广成东路景观大道全线通车，老城区道路提

质改造工程全面开工，东区“七横四纵”路网初步形成。中央公园

和五湖水系连通工程、森林公园、汝海公园、“四馆合一”等重大

项目加紧建设。高楼鳞次栉比，住房宽敞明亮，市容市貌科学规

划，一座座美丽的棚户区家园拔地而起，现代服务业示范区、商

务中心区、汝瓷产业园、蟒川汝瓷小镇、汤王温泉小镇、云禅森林

小镇等的建设，让古老的汝州焕发出新的活力。

民生为重让城市更美好。“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一座

座高楼拔地而起，一个个设施从无到有，一条条街道焕然一新，

天然气工程实现城区全覆盖，集中供暖工程正式运行，南关棚

户区一期顺利回迁，朝阳路小学、南关小学等 5 所中小学建成

投用，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顺利推进。城市在变美，乡村在变

新，道路在变阔，环境在变洁……一幅浓墨重彩的幸福美丽画

卷正在汝州大地上徐徐铺开。街道旁，树绿花红，摇曳生姿；道

路边，车辆停放井然有序；公园里，鸟语花香；社区内，绿意盎然

……干净的石凳，漂亮的长廊，笑意盈盈的人们，一派温馨和谐

的景象。

和谐让城市发展更有温度。先后涌现出了义务植树 32年

的退休干部王二长、拾金不昧的客车司机李增、带父上课的优

秀教师乔利涛，以及大峪镇干部雪夜救援被困人员、法院干警

出手相救被困司机等感人事迹。汝州好人、汝州好故事、汝州好

声音正在中原大地美丽绽放，“汝人善诉”的旧形象正在被“厚德

汝州”的新名片所替代。70岁以上老人生活补贴、60岁以上老人

免费乘坐公交车等奖励，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和谐之风刮遍汝

州城乡的每个角落，那些看得见的变化，那些不经意间的惊喜，

让满是古韵新风的汝州城变得愈来愈美丽、愈来愈温馨、愈来愈

温情。

作为一名汝州改革发展的见证者、亲历者，五年之于汝州城

乡，带来的是面貌越发靓丽、功能更加完善；五年对于一个普通

家庭，收获的是人居

环境的大幅改善和

生活水平的进一步

提升。五年求索，五

年奋战，我们在发展

的大路上越走越有

劲，越走越幸福！

乐达金马杯
家风 家训 家规
征集大赛

汝州市乐达金马国际家居建材城
汝 州 市 信 息 中 心主办

李 珂 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