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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驾”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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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过后，爷爷想要看《梨园春》，女儿一听就不高兴了，

坚决不让换走她的动画片，郭先生劝说到最后，女儿要求在手

机上看《熊出没》。

郭先生和女儿说好只看一集，女儿也应允。但看完一集后，

女儿还要看一集。郭先生说不行，我们说好的只看一集。说完，女

儿哇的一声大哭。郭先生一听女儿哭得这么伤心，立马给女儿看

第二集。看完第二集，女儿又使出了这一招，准备看第三集。我本

来在陪二宝玩，听到女儿准备继续看，坐不住，上去立马制止了

女儿继续看手机的行为。女儿再次哇的一声大哭。

我把手机关掉，把她抱起来，告诉她，我们说好的只看一

集，你已经看两集了，不能再看了，对眼睛不好。女儿还继续

哭，声音更大。我再次强调已经说好看一集，不能再看了，对眼

睛不好。这期间，我一直抱着她。我突然想到了什么。然后对

她说:“你看了一半，妈妈就强行关掉了手机，你很伤心是不

是？”她点点头，哭声小很多。

“那是妈妈的不对，妈妈不应该在你看了一半就强行夺走

手机。妈妈向你道歉，对不起！不过我们说好只看一集，你通过

哭来要挟爸爸看了两集多，是你的不对，你下次要改正哦。”女

儿点点头不哭了。

然后我跟女儿商量了每天看多长时间手机，定下一个规

则。当然我也要执行。女儿欣然应允。

通过这次事件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和孩子定规则，父母孩

子双方都要执行，要给予孩子更多的爱，而不是控制，同时也

要坚定立场不能因孩子哭闹摇摆不定。

“几十年前，城里的上班族们能骑着

色彩单调的自行车在街道上穿行，就是一

件非常幸福的事。拥有一辆摩托车代步，

是很多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更别说有轿

车了。”谈及建国70周年群众生活翻天覆

地的变化，家住市区城垣新村、与共和国

同龄的刘福生老人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正如老人回忆所说，二十世纪末，随

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轿车也开始进入私人

家庭。到了今天，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交通

工具变得越来越先进。动车、高铁让人到

外地旅游易如反掌，日行千里变成了现

实。再看看咱们居住的城市，市区道路拓

宽，城区框架不断拉大，坐在宽敞舒适的

轿车里，看着日新月异、花团锦簇的市容，

在享受快捷方便的现代交通同时，不得不

感叹我们生活的巨大变化。

70年弹指一挥间，如今的交通工具已

是花样繁多：在市区，知名品牌轿车会不

经意间从人们身边招摇而过，出租车招手

即停，私家车的数量更是以惊人的速度与

日俱增，交通堵塞时有发生，高峰时期停

车位一位难求。

回首交通工具的变迁，人们品出了昔

日清贫生活的苦涩，也品出了今日改革开

放成果的甘甜。

“几十年前，街上的汽车还很少，人们

为了坐公共汽车或火车经常要走几里地。坐

火车去一个远些的地方经常要倒两三次车。

飞机更是只有极少数人才能见到，更别说乘

坐了。”谈起交通工具的变化，刘福生老人感

慨不已。他说：上个世纪70年代，他刚刚参加

工作，最想要的就是一辆自行车。当时自行

车与缝纫机、手表并称为“三大件”，地位无

异于现在的豪宅、私家车。当时购买自行车

都得凭票，每年一个单位最多能分到十几张

购车票，有幸分到票的人自然不多。

“那时候，如果家里能拥有一辆崭新

的自行车是令人羡慕的，找对象都容易

些。”刘福生说，当时大伙儿上下班的交通

工具除了乘公交车外，大多数都是骑自行

车或步行。一般人对汽车是没有概念的，

买车？那时连做梦都不敢想。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永久、凤凰、飞

鸽等品牌的自行车开始风靡中国。其中牌

子最响的是永久和凤凰牌。那时，有一辆

自行车的感觉不亚于现在有辆轿车的感

觉，尤其是能骑上“永久”，就像如今开奔

驰一样有面子；而拥有一辆“凤凰”自行

车，不亚于今天的“玛莎拉蒂”。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摩托车开始逐

步成为人们的新宠。那时，摩托车是家庭

富裕的象征，骑着一台摩托车游走于大街

小巷无疑会引来不少羡慕的眼光。“当时

骑摩托车上街实在是太扎眼了，我可能是

咱市第一代玩摩托车的人。”刘福生自豪

地告诉记者，1990年，他花了两千多元买

了一台嘉陵摩托车。“那时骑摩托车，比现

在开奔驰、宝马感觉还要好。”他笑着说，

那时候我觉得生活很富足，现在看起来自

己当时也太容易满足了。

从摩托车开始，如今咱们的出行方式

大大改变了。

“今年年初，在咱市一家单位上班的

大儿子花了十多万元买了一辆别克轿

车，一到星期天，我们一家就开车到风穴

寺、怪坡、马庙水库游玩。”像刘福生老人

一家一样，不少人现在都是“有车一族”。

如他所说：“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想想

现在的幸福生活，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提起车来，老人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激

动地说：“我现在也想学开车，好带老伴

儿出去玩。”说到此处，老人脸上的皱纹

笑成了一朵菊花。

如老人所说，如今，自行车、摩托等交

通工具正被新的变化所取代，而且是翻天

覆地的变化。老百姓家有轿车已司空见

惯。市区大街小巷明显增多的出租车、公

交车更是方便了百姓的出行。私家车的逐

年增多，让老百姓的生活也“安”上了车轮。

据交警部门统计，我市的私家车保有量已

经达到近20万辆，而且仍在以飞快的速度

增长着。

老人感慨地说：建国70年，生活大改

观；“座驾”节节高，幸福比蜜甜。

一年一度的端

午节就要到了，每年

的这个时候都是老

妈包好煮熟了热腾

腾的红枣粽子叫我

回家吃，吃完还要装

满满一塑料袋拿走。

其实不只是端午节，

每逢周末放假，老妈

都要做好吃的叫我

们回去吃，总是说我

们上班忙没时间。能

够品尝到老妈亲手

做的美味，真是很幸

福的一件事。

今年的端午节也不例外，老妈很早就开始采购，依旧要亲

手包粽子。吃过午饭，老妈就进了厨房开始包粽子了。

她先把粽叶放到锅里煮上，就开始准备包粽子的材料。有

糯米、红枣，还有花生。老妈把这些材料放到水里泡了起来。不

一会儿，粽叶就煮好了，妈妈又用清水把粽叶洗了一遍，然后也

泡在清水里，接下来才算正式开始了。

包粽子是个技术活，也是个力气活，在她旁边时不时给她

打个下手，渐渐地也知晓了包粽子的流程，妈妈把一个粽叶卷

成圆锥状，再向里边放上准备好的糯米、红枣和花生。用粽叶将

洗净的糯米紧紧包着，用力一定要恰当，使粽子呈现三个尖角，

再用一根长长的、很结实的线固定，用这根线将裹好的粽子扎

紧、打结、固定，一个粽子就包成了。

“姐，看老妈包粽子也没什么难的，没啥技术水平，你却

总不会，哈哈哈……”妹妹一脸不屑地嘲笑我，只见她走进厨

房学着老妈的样子开始包粽子。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总有

一个角包不住，费大力气缠紧了却很是难看，直到最后也没

有突破这个难关。“这是手艺，如何封口并包好那漂亮的三个

角，没那么容易。”我打趣道，“你看着简单，看和做不是一回

事儿的……”看着妹妹包的那几个奇形怪状的粽子，我和老

妈都大笑起来。

等待的时间总是特别漫长，煮粽子的过程中，妹妹总是

急不可待地要揭盖子察看情况，因为从锅里飘出那粽子的香

气勾引得她直流口水。“煮粽子的时间要长，火不能太大，得

慢慢煮，才能将糯米与粽叶的香味完美融合，糯糯的、香香

的，特别好吃。”老妈边说边打掉妹妹揭盖子的手。终于看到

热气腾腾的粽子从锅里“解放”出来的时候，妹妹高兴得手舞

足蹈。

最近，刘耀源竟然当起了医生，一下课就主动给同学们“看起病”来。大家

都称他为“刘神医”。

上周星期二上午第三节下课，刘耀源找到我，神秘兮兮地对我说：“秦睿

翔，和你商量个事儿，你看行不？”我疑惑地看了他一眼，问：“什么事？只要不是

坏事，我都支持你！”“我要开个汝州欧皇人民医院，想请你当院长，我当董事长

兼王牌医生怎么样？”我笑着同意了。

我本以为他只是说着玩玩，可没想到，他第二天就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拿来

了一叠处方单，给附近的同学一人发了一张，一边发还一边吆喝着：“汝州市欧

皇人民医院开业了，大家有头痛脚痛胳膊痛的都过来治病了，我是欧皇医院的

王牌医生刘耀源……”教室里一下子像炸了锅似的热闹极了。

没想到这招还真管用，不一会儿就来了好几个“病人”找“王牌医生”看病，

“刘神医”忙不过来，让我也来帮他的忙，我学着他的样子，装模作样地给那些

“病人”把脉。把完脉后就装模作样地给“刘神医”介绍病情。“刘神医”就装模作

样地开始给“病人”开处方了。

只见他在一张盖了章的处方上认真地写着什么。等他写完后，我问他：“董

事长，你开的什么药啊？”他把处方递给我，我看了一下，这是什么药啊！只见上

面写着：爆炒鼻屎，一日服三次，一次服十克；麻辣脚趾甲，一日服三次，一次服

三片；青蛙尿，一日喝三次，一次喝十毫升；清蒸蚂蚁心，一日吃三次，一次吃十

个……看完这个特殊的处方单，我笑得都快趴到地上去了。我笑呵呵地把处方

单递给“病人”，让“病人”去“刘神医”那儿领“药”。

到了“刘神医”那儿，“刘神医”给“病人”拿了一些“药”（其实是他买的零食），

又倒了一些我拿的王老吉，让病人喝了一些，又说这是青蛙尿。

打发完了这个“病人”后，又来了好多“病人”。我和“刘神

医”忙着看病、开处方、拿药……“病人”开心地读着处方，欢笑

着到“刘神医”那儿领“药”，快乐地吃着“刘神医”提供的零食，

教室里充满了快乐！

包粽子是件很快乐的事

我和女儿定规则的那些事儿

“神医”刘耀源
●洗耳河街道上河小学五一班 秦睿翔 辅导老师：吴占国

往常，毛主席每到这里都要下去住几

天，这已是20多年来的习惯了。因此，我们

按惯例做了毛主席下车的准备。

列车停下来了，毛主席却没有下车，

而是立即把上海市的党、政、军领导找到

火车上来，或开会，或谈话。

我们在火车上吃晚饭，并安排过夜。

汪东兴在晚上八九点钟时，把我们几个找

到一起，包括秘书、卫士在内。只见他拿着

个小本子，一页一页地翻着，向我们传达

了毛主席与上海领导人的谈话内容。那些

要点有：

毛主席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

没有解决。”“要谨慎，第一军队要谨慎（指

的是南京军区部队）；第二地方要谨慎（指

的是上海市革委会）。不能骄傲，一骄傲就

犯错误。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我就不

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抓军队工作，

无非就是抓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

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讲团结。军队

历来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是，解

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

实，讲道理。”

汪东兴要求我们，严密部署列车周围

警戒，重点部位要加设双哨。干部要加强

值班。

根据汪东兴的要求，我们一下加了五

六个哨，还增设了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巡逻

哨，并让佩带了冲锋枪。

高秘书晚上给南京打电话，要许世友

第二天到上海来。

毛泽东一直等到11日的上午10点钟，

许世友才来。毛泽东马上开始和许世友、

王洪文谈话，谈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这

一次谈得很简要，一个原因是毛泽东等得

太久了，另一个原因是与许世友在南昌已

经谈过话了。这次的谈话，汪东兴只作了

简要的记录。

毛泽东问许世友：许世友，你下乡啦，

去搞什么呀？调查什么问题呀？

许世友回答：我去看农场了，看大别

山附近的军垦农场去了。

毛泽东说，去那么远呀。

许世友说，坐吉普车去的。

毛泽东批评许世友说，怎么连家都不

回呀？一天到晚，你这个司令员随便离开

工作岗位，怎么行呀？向谁请了假呀？要是

万一发生问题，你怎么样办呀？连南京军

区都找不着你！将来这样的情况你要注

意，告诉一下家里嘛。

许世友感到毛泽东批评得对，内疚地

说，真对不起。我想主席还会在杭州住几

天的，然后才能到我这里。我昨天夜里12

点多钟才回到南京的。先休息了一下，就

没有打电话到上海。

许世友接着汇报说，今年农业可能会

大丰收。军垦农场也不错，庄稼长势很好，

丰收在望。

毛泽东说，那好嘛！你去看看农业也

好嘛。

许世友接着说，军队的情绪很好。军

队里比较稳定，乱哄哄的情况也过去了。

我带着那些造反派去游过苏北。

毛泽东问：是不是都是支持你的那一

派？

许世友说，我把两派都带上了。

毛泽东再次给许世友打招呼：不能把

领导机关搞乱了，更不能把军队搞乱了。

我在江西就同你讲了，要“高抬贵手”。

许世友说，不会，我正在做他们的工

作。

毛泽东说：那好！

王洪文这时说了一句话：许司令，毛

主席等你快15个小时了。

毛泽东马上打断王洪文的话：不要这

样，不要紧嘛。

毛泽东的意思是说许世友下乡去了，

不在家，不是故意不来的。

毛泽东缓和了一下气氛说，这段时间

我们也休息了一下。接着又说，不要提了，

我们还是谈正事。

毛泽东回到谈话的主题上来，他说，

对庐山会议你们想得如何呀？是不是在思

想上解决了问题呀？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呀？是不是都解决了呀？

毛泽东问了几个问题之后说，我认为

犯点错误是不要紧的，有的属于认识问

题。现在有的同志对有些问题还认识不到

嘛，那就等待，而且耐心地等待嘛。

毛泽东这样说的意思是希望在等待

的过程中，犯错误的人自己应该争取主动

认识检查所犯的错误。

毛泽东接着说，认识一点就写出来，

以便改正错误。犯了错误，也不认识，也不

去想办法认识，在那里顶着，这个不好，可

能不仅会使错误不能被认识出来，而且会

加深的，甚至把错误当作包袱的。犯错误

的包袱，常常是越背越重，这个不好。要把

这个包袱甩掉，轻装上阵，那样人就会觉

得舒服了。不然总是背着沉重的包袱，你

不甩开，那怎么会好受呢？

许世友诚恳地说，庐山会议的问题，

按毛主席的指示办。

毛泽东问他：我有什么指示呀？

许世友说，您的指示就是《我的一点

意见》。

毛泽东说，那个不是在后头吗？是你

们犯了错误后，我想了五天才写的。你们

是什么时候讲的，是24、25、26三天嘛！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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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豫西一个叫汝州的小城里

慢步行走

喧闹的街道上

阳光，云彩和春天的花香

被风抖落一地

习惯地点燃一支香烟

袅袅的思绪

和想见的目光

忽然拉近了两座城市的距离

女儿在豫东的商丘读大学

东西两座城市，相距

三百五十多公里

两个多小时的高速车程

有时觉得很远

有时觉得

近在咫尺

此刻，喧闹的豫西小城

和小城喧闹的街道

都一下子宁静下来了

熟睡般悄无声息

此刻，站在三百五十多公里之外

东望，我忽然清楚地听到了

女儿远在商丘读书的声音

甜美的声音

我听到了女儿读书的声音
●康建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