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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一日凉似一日，秋韵也一日紧似一

日地有况味起来。

一年一度的中秋夜月，在季节的深处，向

我频频招手。

我，想去看月亮了。

想起了张爱玲关于月亮的描写。“三十年前

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象朵云

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这三十

年代红透上海的传奇才女的笔下，不但一双慧

眼入木三分地看透身边纷纭的世事，一支纤笔，

更空灵剔透地描绘尽了月亮的风情妙韵。

想起了童年时的月亮。“月亮地，明晃晃，

打开后门洗衣裳，洗得净洗得光，送我哥哥上

学堂”。“雉鸡翎，砍大刀，谁家门口雉鸡翎？俺

家门口雉鸡翎！”记忆里童年的月亮，是月亮

地里疯玩的一群孩童，无心无肺地唱着童谣，

享受着那个年龄段里简单而纯粹的快乐。这

种快乐，一辈子或许只有一次，只在童年，只

在蒙昧。因为蒙昧，所以快乐———不染世俗的

快乐,没有生活压力的快乐。

想起了高中时的月亮。那时坐窗边，窗外

是森森杨柳和喷泉，月光下的那棵大杨树，似

烟似雾，迷迷离离，如梦如幻，曾那样给过我

美的震撼和享受，以至，二十几年后的记忆

里，依然纯美难忘。

高中时的月亮，也该与友情和爱情有关。

月光下的小路，三个并肩散步的女孩；月光下

的教学楼阴影里，谁在等谁经过，谁偷偷塞给

谁书籍和桃子，谁羞红的脸让月亮识趣地隐入

云层……似水流年，漫卷前尘，友情依然，那些

曾经的爱却已不在。月光下的美好，却是一辈

子的记忆，因为温馨，所以记忆。

匆匆芳华逐流年。倏然间，已是中年，

中年眼里的月亮，满是浮躁，满是红尘的

烟火味，再难追回童年时的那种澄澈空灵

了。却依然有孩子气，向往山间的静谧和

月色，想在中秋之夜去那里赏一番月华，

在夜色里，听听秋虫的唧唧，亦想，遥对明

月寄相思，想想远在异乡的亲朋，想想弥

漫着乡愁的故乡，今夜，故园是否又秋声？

幽梦如水，却不会傻乎乎地想约谁同去

观赏了，中年人生，再不肯做虚无缥缈的梦

了。弦断少知音，不找也罢，自己尽可一人，独

舞一帘幽梦，独赏一季月色。

将近四年的上班时间，让我对农商银行夏

店支行的上班环境很熟悉，从对这个地方的陌

生到对这个地方热爱，支行的左邻右舍给了我

们很多的帮助，正如一首歌词唱的：“功名利禄

虽然让人诱惑，但是人间真情更能暖心窝，远亲

不如近邻这句话没错……”这些左邻右舍给支

行和我很多的帮助。

前段时间，要对支行进行服务形象的提升，

支行进门的两块瓷砖由于长期松动边缘突出，

有两位客户差点被绊倒，支行对门有一家卖瓷

砖的，于是我们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找到老板，问

问可不可以配两块颜色一样的瓷砖，结果到下

班时，老板直接过来，拿了两块瓷砖和其他材

料，把门口的一点缺陷变得完美，问到价格时，

老板说：“免费服务一次，平时你们对我的帮助

也很多，这次就当感谢。”

早上一般都想多睡一会儿，我也不例外，每

次去买早餐都是7点15分左右，早餐店生意太好

了，有一次一直等到7点35分还没有买到，于是

就离开了。老板了解情况后，每次只要我一去，

老板就向别人解释我因为上班有时间规定，不

能久等，尽量把包子先给我，周围的人也表示理

解，我的心里总是暖暖的。

我的家距离支行比较远，有时候下班一不

小心就错过最后一班回城的车，有一次错过了

车站在路边觉得很无助，就在心灰意冷时，身边

突然出现一个声音说：“是不是回城，我正好顺

路？”我一看原来是离支行不远加油站的老板，

心里很是感激。这样的事情很多次，可能是不同

的左右邻居，突然觉得这里和家一样，有亲人和

朋友，温馨和温暖。

这些左邻右舍给我们支行和支行的同事都

有很多帮助，可能对他们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

对我们这些离家的人来说，这些小小的感动，使

我们觉得离家上班不是很孤单，也使我们坚定

决心要服务好这里的客户，希望也能帮助他们，

贡献一分力量。

“孩子，慢点，你的电动车灯不亮，骑

着不太安全，我送你们回去。”爸关切地

说，话语里充满了疼爱。他一听见我们要

回去，立刻丢下饭碗，忽地一下站起来，

就去推电动三轮车。搞得婆婆和弟弟都

不知道他要干啥。原来是他要送我们。

看见这一幕，你一定会认为他是我

的亲爸。不，他是我的公公。

有一种爱，它是无言的，是严肃的，

在当时往往无法细诉，然而，它让你在过

后的日子里越体会越有味道，一生一世

忘不了，它就是那宽广无边的父爱。

他是铁路退休职工，年轻时修铁路

隧道，长年累月超负荷的劳动让他患上

了风湿，手上的关节变了形，一变天就

痛。所以食欲也不好，近来瘦了许多。他

的脸有些瘦削，但眼睛总是炯炯有神，透

露着慈爱。他的衣着非常朴素，他常说衣

服干干净净就行。

自从我认识了老公，去老公家看家

庭，我就觉得公公是个实在善良的人。后

来的事实证明了我的看法是正确的。

我在家坐月子的时候，前半月老公

在家照顾我，洗尿布等杂活我也没操过

心。后半月他必须要上班，这些活就由我

自己来。那天刚下过雨，地面上泥泞湿

滑，我拿着尿布去洗，突然脚下一滑“扑

通”摔倒了。尿布也撒了一地，上面也粘

上了泥巴。爸听见声响马上跑了出来，叫

道:“咋回事？”然后把我扶起来又问我:

“孩子，摔住了没有？怎么样？”我说没事。

他非让我走几步试试，他才放心。然后他

让我进屋休息，自己把尿布都捡起来洗

净晾干。

还记得那年那月那个夜晚。

中学要求老师们在晚上学生就寝后

留宿舍值班，在走廊楼梯巡逻，以保证学

生们的安全。那晚轮我值班，外面大雪纷

飞，路面光滑。我在学校住，晚上还要照

料正在哺乳期的孩子，老公当时还在南

阳上班。正发愁怎么值班的时候，一个熟

悉的声音在耳畔想起:“孩子，今晚我替你

值班。”我定睛一看，没想到公公穿着雨

衣来到了学校，已经成了雪人，难怪我没

认出他来。那夜，天特别的寒冷，滴水成

冰。我在房间里能听到公公来回巡逻的

脚步声，时不时还传来一阵阵的咳嗽声

……他已年迈，还有风湿，天一变就受不

了，可是他忍着痛在替我巡逻……

每次我一个人夜里从家去学校时，

公公都会一直送我到学校。尽管我一再

坚持不用送，没事的。可他还是不放心，

非得送。

有时候，学校里有事，忙不开了，公

公就来学校替我照顾孩子。孩子上了初

中，他去学校探视，还给孩子带上美食，

再给孩子一些零花钱。难怪孩子说:“爷

爷对我可真亲！”前几天，孩子考上了实

验高中，公公高兴极了，逢人就说我孙

子真争气，考上重点高中了，将来前途

无量！孩子去学校报到的前一天，他拿

出一千元给孩子，孩子不要，他硬塞给

孩子。还说:“爷爷也不知道买啥行，你

自己看着缺什么就添点啥。”多朴实的

话语呀！

公公朴实无华，平平常常，是个瘦小

的老头。但他身上却蕴涵着强大的正能

量。他就像落花生，把自己的痛苦埋在心

底，给别人的永远是无限的光华。

公公的爱，堪比父爱，是春天里的一

缕阳光，和煦地照耀在我的身上；是夏日

里的一丝凉风，吹散了我心中的烦热；是

秋日里的一串串硕果，指引着我走向成

功；是冬天里的一把火，温暖着我那颗冰

冷的心。父亲的爱，无处不在！

公 爹 如 父
●李晓延

外公家的院子里有一小块地。土地上野草

丛生，十分荒芜。但是，地边上却栽了两棵枝繁

叶茂的大树，一棵是核桃树，一棵是石榴树。

外婆总为这块地发愁：“这地搁在这儿有什

么用？荒着实在难看，可惜了！”

外公说：“别着急！别着急！工具间里有一袋

白菜苗，种上就是了。”说完外公就干别的事儿

去了。

我听到了，心中就涌起种菜的想法来，我找

来弟弟，趁外公出去干活的当儿，悄悄来到地

边。我和弟弟套上旧衣服，找到小铲子和薄木

板，搬来一个盛着净水的大盆，去拖出那一大袋

白菜苗来。

微风凉爽惬意，树叶苍翠欲滴，核桃绿得可

爱，石榴红得美丽。鸟儿叽叽喳喳，欢叫不已，好

像在说：“快来种地！快来种地！”我和弟弟兴奋地

快要跳起来了，使劲用铲子铲野草。不一会儿，整

块地就像工地一样，这儿一个坑，那儿一个坑。我

和弟弟搬来外公不用的砖，把地围了起来。

开始种菜了，我兴奋地走在前面，用小铲子

铲开一个坑，把白菜苗放进去，弟弟跟在后面，

给菜苗围上土，踩实、浇水。我们就这样努力地

干着。等种完时，我们已经大汗淋漓了。这时外

公回来了，当看到这些时，他不禁大笑起来：原

来我们种的菜横七竖八，一点儿也不整齐，而

且，我们全身都是土，活像两只泥猴子，笑人！

这次经历令我难忘,生活总是那样有趣。

点评：小作者思路清晰，文

笔流畅，用生动活泼的语言把生

活中难忘的经历描述出来，虽稍

显稚嫩，却也把小作者乖巧懂事

的一面展现给了大家。

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快到了，想到中秋，可能大家脑

海浮现的就是赏月、吃月饼、猜灯谜、一家人坐在一起团

团圆圆地吃个饭等等，不要说大家了，从我记事起，我印

象中的中秋就是这样过的。然而翻看历史却发现中秋其

实有很多习俗，但是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缩减，演变成

现在最简单的三部曲“赏月，吃月饼，吃团圆饭”。

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日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又

称月夕、秋节、仲秋节、八月节、八月会、追月节、玩月

节、拜月节、女儿节或团圆节。它又是中国三大灯节之

一，虽然没有像元宵节那样的大型灯会，但是这个灯会

主要只是在家庭、儿童之间进行的。

中秋节的习俗很多，形式也有各不相同，但都寄托

着人们对工作无限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圆圆

的月亮是团圆的精髓，所以大家要合理安排自己的时

间，尽量在这个团圆的节日里多陪陪自己的父母、爱人

和孩子，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回忆。

种菜
●汝州市实验小学六九班 李梓嘉

支行的左邻右舍
●徐亚静

———谨以此文，送给风穴路街道办事处副主
任王志远的稚子，愿你早日康复！

孩子，因为你的父亲是名乡镇干部

他可能没有时间陪你学习玩耍

因为他真的很忙

他早已习惯了5+2，白+黑

孩子，因为你的父亲是名乡镇干部

他可能有时候脾气不太好

因为他的工作压力真的很大

人居环境、信访维稳、扶贫攻坚……

孩子，因为你的父亲是名乡镇干部

他可能回到家什么都不想干

因为他真的很累

单位忙工作，进村抓建设

孩子，因为你的父亲是名乡镇干部

他可能在家习惯沉默

因为他心里挂念的太多

他将所有的责任扛在自己的肩上

孩子，因为你的父亲是名乡镇干部

他可能照顾你的不多

但是他是真的爱你

他对你始终心存愧歉

孩子，因为你的父亲是名乡镇干部，

请原谅他今天，在你最需要陪伴的时刻缺席

单位的考核，需要他汇报

来访的群众，需要他接待

他无法分身，他万不得已

听到你手术成功，他泪流满面

听到你一切还好，他激动不已

孩子，请你原谅！请你理解！

孩子，请你原谅他的失职，

因为爸爸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孩子，请你对他保持微笑

因为他在外听了太多的埋怨

孩子，请你对他保持理解

因为他对你心怀太多的歉意

孩子，请你学会独立

因为群众的事对于他就是大事

孩子，请你学会勇敢

因为他从来不会在困难面前退缩

孩子，请你学会成长

因为你是他这辈子最大的骄傲

孩子，愿你早日康复

因为你始终是爸爸心中的至重

孩子，你的父亲是名乡镇干部
●朱梦文

主席对安徽的矿产资源十分关心，他问李

任之：“安徽有多少煤？据说濉溪煤矿很大，储

量多少？”李任之将沿淮及淮北地区的煤炭储

量向主席作了详细汇报。主席又问：“皖南地区

有多少煤？”当得知有3000万吨后，他惋惜地

说：“皖南煤太少。”

服务员给主席送来了早餐———几片烤馍。

主席边吃边谈，话题由矿产资源转到安徽的三

线建设。

“安徽哪里有山？”主席问。李葆华等拿出

地图，向他作了汇报。主席一个县一个县地问。

他特别关心津浦路沿线，尤其是津浦路东的山

区，问是不是打洞了。李葆华等回答：有些地区

正在打洞。在听了安徽小三线及有关国防工程

项目、规模和进度的情况汇报后，主席问：“三

线工程建成，将来如果不打仗怎么办？”李任之

说：“不打仗就改，现在就作两套准备，不打仗

就生产民用产品，如枪厂将来可以生产机床，

炸药可以作为民用。”主席满意地点了点头。他

还问了津浦线驻军情况，李葆华等作了汇报。

吃完早饭，主席拿了一个橘子，剥了皮，给

三位领导一人分了两瓣。

李葆华等省委领导向主席汇报了安徽社

教情况。主席兴致颇高，侃侃而谈。他说：“精神

变物质有一些人不服，有一个驳我的意见，和

我辩论。此人看《矛盾论》看了七遍，工作了十

几年。他认为精神变物质，能变粮食，变钢铁，

就是不能变石头。我认为还是可以变石头的，

如人造大理石等。革命战争，最后全国解放是

精神变物质，人民大会堂也是精神变物质。精

神是设计图纸，按照图纸建起的大会堂就是物

质，就是力量。”

李葆华简要汇报了安徽党政机关干部下

基层情况。主席认为：“机关可以留三分之一的

人工作，三分之二下去。机关人越多事情越难

办。中南海九局，解放后编制有两千人。我找汪

东兴说，能不能减，他说可以。我说减一半是不

是可以，汪说可以减到一千人。我又说再减一

半是不是可以，汪说可以。现在是五百人，一半

下去搞社教了。”主席进而说：“过去在我身边

有十几个人，现在留在身边的只有四个人。一

个秘书，是你们安徽人，一个公务员兼剃头的，

还有一个护士、一个卫士长。护士、卫士长是多

余的，没事干。”在场的同志纷纷劝道：主席年

纪大了，还是需要的。

讲到机关，自然谈到工作方法。主席说：

“只有一般号召，没有具体指导；只有领导核

心，不与群众结合；只到群众中去，不从群众中

来，是不行的！只剩光杆，怎么能领导呢？”

这时，主席的秘书提醒主席，时过9点，该

休息了。主席摇了摇手：“我吃的安眠药已经没

作用了，还要谈。”

从社教谈到秋种，毛主席高兴地说：“今

年，沿途庄稼不错。从车子上看，麦苗很整齐。

去年一二月份还看不到东西，稀稀拉拉的。现

在11月份就长得很整齐了。”李葆华向毛主席

汇报了粮食征购情况。听后，主席叮嘱在场的

书记们：“你们不要调八亿五千万斤嘛，给中央

少调一点。要稳，不要冒失，要藏粮于民。”

毛主席强调要藏粮于民，要稳，不要冒失，

不要调多了。猪多了，让群众多吃一点肉，就可

以少吃粮食。并说沿江农民每人只有20元收入

太少了，除粮食外，每人有50元、60元就好了，

将来要搞到100元。主席似乎在提醒各位要吸

取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教训。他特别询问灾民

的口粮标准，李葆华汇报：“灾民口粮标准，中

央规定的每人每天五大两不够，我们供应六大

两也不够。因此，我们又加了二大两劳动补助

粮，一共是八大两。现在基本稳定了。”主席赞

同地点了点头说：“这样做不错。”

主席问到了农民的收入。李葆华如实地作

了汇报。谈到教育制度问题，主席与在座的同

志交换了各自的看法。随后，他问李葆华的妹

妹在哪里？李葆华说在民间文学研究所。主席

说：“在民间文学研究所干什么？要下去才能研

究出东西来。”

毛主席说，现在学生连马牛羊鸡犬豕都不

识，没有受过实际锻炼，怎么不出修正主义？总

之，教育制度非改革不行。让青年学生在学校

学习期间，就接触一些社会实践，了解工人、农

民是怎么生产和生活的，得有起码的社会生活

的实际知识，这一点很有必要，也很重要，对于

青年的健康成长以及他们一生的工作大有益

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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