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一张朋友圈截图在群里引起热

议。

一位叫“卫霞”的女士，晒出了两张手

工蒸馍的照片，并配以解说词“老妈出品，

香喷喷”。朋友圈的留言更有意思，有人对

卫霞留言“女婿幸福”，卫霞则回复人家：

“我婆婆做的，媳妇幸福。”

截图在群里晒出后，大家对那个聪明

的媳妇儿纷纷竖起了大拇指，夸奖人家婆

媳关系处得好，亲如母女。我也是对这对

婆媳暗自盛赞不已，一个心灵手巧，能蒸

出如此好的手工馍；一个口舌灿如莲花，

不吝夸奖赞美，对婆婆赞美有加。

好多人都说婆媳关系难处，你看这个

冰雪聪明的女子，硬是将“婆媳是天敌”变

成了“婆媳是闺蜜”，因为和谐，生活里幸

福感爆棚。

从她们身上，我也回忆起了发生在自

己身上的一件事儿。

那是元宵节的时候，老公将乡下的婆

婆接到城里来看花灯。看完花灯，已是晚

上11点了，伺候婆婆睡下后，我才回自己

的卧室。刚一脚踏进屋，立即被老公紧紧

抱住，香吻不断：“老婆，我爱死你了，让我

怎样感谢你？”

看我迷惑不解，老公深情无限，爱意

款款：“你咋跟我妈这样好呢？整个晚上都

牵着妈的手看花灯，看你俩手牵着手的样

子，我都脸红了。”

我大笑起来！原来，是今晚牵手婆婆

看花灯这芝麻大的小事儿，让老公如此感

动万分、欣喜无限啊！

往年的灯展，都安排在市中心的闹市

区，万家闭户，倾巢出动看花灯，常常造成

交通堵塞。可能考虑到交通因素吧，灯展

改在了朝阳路。晚饭后，在单位加班的老

公来电话，说一时半会儿赶不到家，我便

带着婆婆和儿子先出发看花灯了。

灯展这段路，我不经常走，很有陌生

之感，更别说从没来过这里的婆婆了，她

早迷糊了。更兼四周人潮汹涌，摩肩接踵，

她便有几分忐忑不安，说全家人要是一走

散，她就摸不着回家的路了。

看婆婆如此，我便上前牵了她的手，

说没事儿，我拉着你，不叫你丢。婆婆的手

很温暖，没一刻工夫，就把我冰凉的手暖

得热乎乎的。

整个夜晚，我们就那样牵手了一路，

甚至老公追上我们时，我们也没彼此放过

手，人少时，我俩的手，就那样散散地系连

着，人多时，立即互相拉紧。

牵手婆婆，我很自然，没有做作，没有

牵强。人们都说婆媳关系难处，我倒没这

感触。我18岁就没了父亲，20多岁嫁入他

们家，不到两年，又没了母亲，婆婆怜惜

我，一直视我如亲生女儿。

我这人也没心没肺的，觉得公婆在农

村辛苦了一辈子，将几个孩子抚养成人，

让他们分别有了自己的事业，何等的不容

易！如今又如此这般发白背驼，该让他们

享享儿孙的福了。平日里，尽可能关心他

们，还常催促老公回家探望父母。

对婆婆好就是对自己好！对婆婆好

了，老公会更爱自己，被爱的女人，哪个不

是容光焕发呢？对婆婆好，更是一种无声

的家教传承，儿女们看在眼里，学在心里，

一辈辈地发扬光大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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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丁赞歌(一)（新声韵）（外一首）
●焦建国

不辞辛苦自耕耘，粉笔千支书写人。

三尺讲台播日月，一方园地种秋春。

奉公克己多良善，博大包容有懿馨。

戴月披星经四季，德才兼备育苗根。

园丁赞歌(二)（新声韵）

风风雨雨数十年，万险千难只等闲。

起早贪黑无话怨，披星戴月不辞艰。

学生当作自家子，教导谆谆校纪严。

汗水辛勤来溉灌，盈园桃李果丰繁。

我中招考试那年，母亲不幸生病急需

到洛阳做手术，母亲放心不下执意不去。

看着被病痛折磨的母亲，我故作坚强地

说：“女儿已经长大了，您放心去看病吧！”

父母一走，我那颗脆弱的小心脏紧

张得扑通扑通乱跳。

我的考场在七八里外的乡中，为了

赶时间，我找出父亲的自行车。那是一辆

黑色的二八加重自行车，又高又大，中间

还横着一道高高的梁。身材瘦小的我艰

难地跨上车座，紧握着宽大的车把，费了

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驾驭着“大黑马”

歪歪扭扭上路了。

坑坑洼洼的乡间土路颠簸着我和车

子，不一会儿，我的胳膊又酸又疼，浑身

是汗。在一个拐角处，冷不丁窜出来一群

羊，我赶紧刹车，“大黑马”失控冲进羊

群。羊吓得“咩咩”叫着四散而逃，惊慌失

措的我连同“大黑马”“咕咚”摔进了旁边

的玉米田里。

摸着被荆棘刮破的脚踝，我既着急

又懊丧，还有那么远的路程，耽误了考试

可咋办？

“利芳，咋了？摔着没有？”耳边传来

熟悉和蔼的声音。我一抬头，班主任王老

师正关切地看着我。

看到王老师，我的眼泪“哗哗”夺眶

而出。

王老师边帮我推自行车边问了情

况：“都怪老师没有及时了解情况。来，坐

到后座上，老师送你去考场。”

一路上，王老师一直鼓励我：“你是

个懂事勤奋的姑娘，你一定能考上理想

的高中，老师给你加油！”

坐在老师的自行车后座上，听着老

师鼓励的话语，看着老师被汗水湿透的

衣服，三年寒窗的点点滴滴浮现在我的

脑海。课堂上老师苦口婆心的谆谆教导，

煤油灯下老师陪我们挑灯夜读的殷殷期

望，生活中父母无微不至的悉心关怀，学

习中同学们互帮互助的纯洁友谊……

那一刻，我真正感受到了肩上那份

沉甸甸的中考责任。我默默给自己打气：

一定要战胜自己，战胜中考！

第一场考完，刚出考场，王老师笑盈

盈地迎了上来：“走，老师带你去乡里吃

肉丝面。”“肉丝面？”我还从没吃过肉丝

面呢，那个年代，别说肉，就算白面也只

有逢年过节才能见到。白白细细的面条，

诱人的油花花，绿油油的小香葱，鲜嫩嫩

的香肉丝，吃起来味道鲜美极了。

接下来的两天，老师成了我的“专职

司机”，不但接送我去考场，还请我吃遍

了乡里的胡辣汤、刀削面、羊肉汤等我从

没吃过的美食。

后来我才知道，老师为了我安心考

试，把正在坐月子的妻子托付给邻居，把

给师母补身子的钱贴补给我增加营养

……

当王老师把录取通知书送到我家

时，我们全家喜极而泣。朴实的父亲无以

表达谢意，就装了几个自己种的西瓜送

给老师。老师执意不要，说：“这是我们应

该做的，老师们最高兴的事，就是为国家

和社会培养出有用的人才。”

望着老师远去的背影，我在心里说：

“老师，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在未来

的人生道路上，勤奋学习，努力工作。”

多年以后，老师用力踩着自行车的

背影，湿透的衣服，和蔼的笑容，鼓励的

目光和那份浓浓的师生情依旧深深刻印

在我的心田，历久弥新……

今天下午，我和表弟正在开开心心地玩新买的玩具，可爸爸让我和他

一起去送货，我一百个不愿意。因为我更想和我的弟弟玩。幸亏我在爸爸

的一再要求下不情愿地答应了，才没有失去看海狮表演的难得机会。

我们从中大街一直送到东建材。刚走出东建材北门，就看见一家房地

产商在搞活动，听说还有海狮表演呢。我真想进去看看，可是我看到所有

的人都拿着入场券走进表演场，可我没有，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心里

羡慕极了。

爸爸锁好车，看见我在外边站着，就关切地问：“宝贝儿，你怎么不进

去呢？”我情绪失落地说：“咱们没有入场券，怎么进去呢？”爸爸转身对收

票阿姨说：“你好，我们没有入场券。孩子又非常想看，怎么办？”阿姨和蔼

可亲地说：“没关系，你们进去吧。”我向阿姨道了谢，就跟着爸爸欢天喜地

走进了表演场。

表演场内座无虚席，还有许多小朋友围在围栏前尽情地欣赏着海狮

表演。舞台上站着一位帅气的大哥哥，他的眼睛大大的，脸上总是挂着笑

容。原来他就是驯兽师呀，在他的指挥下，一只小海狮正在表演着精彩的

节目。它那乌黑发亮的皮肤滑溜溜的，脑袋尖尖的，嘴角长着软软的胡须。

肚子圆圆的，胸部是一对肥壮有力的胸鳍，一条像鱼一样的尾巴总是甩来

甩去，可爱极了！

海狮的本领可真大呀。它时而在光滑的舞台上滑行，身体随着音乐扭

来扭去，好像一位出色的舞蹈家；时而跳进水里，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时

而在水里翻着跟头，不时溅起雪白的水花。它的精彩表演再加上滑稽的样

子，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掌声不时在表演场里响起。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它还是一个环保小卫士呢。只见驯兽师把一

个饮料瓶扔进了水里。小海狮看见了，立刻跳进了水里，用长满胡须的

嘴巴叼起饮料瓶爬上岸，飞快地向垃圾桶滑去，准确地把饮料瓶投进

垃圾桶。大家又惊讶又兴奋。惊讶的是一只小海狮居然有保护环境的

意识，令人兴奋的是它做出了让大家都难以置信的表演，让观众们大

开眼界。

小海狮非常自豪，它爬上演讲台，用那对肥壮的鳍有力地拍打着，兴

奋地为自己鼓起掌来。脑袋还晃来晃去，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逗得大家

笑得前俯后仰。

接下来它为大家表演了撞球、钻圈等精彩表演。每当表演完一个节

目，它就会得意洋洋地爬上演讲台，挥动两只肥壮的胸鳍，为自己鼓掌，全

场不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乐的笑声。

表演结束了。小海狮伸出右鳍，不断地摇晃着，

和我们告别，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这快乐的地

方。

点评：小作者文笔流畅，详略得当，妙趣横生地
刻画了小海豚表演时的情形，精心细腻的描绘，使

读者不自觉地神游其中。

喜欢你的冰清玉洁

仰慕你的出淤泥而不染

你亭亭玉立的样子

让爱美的人不由得浮想联翩

荷花是诱人的

幽香阵阵，沁人心脾

如披着轻纱沐浴的仙女

含笑伫立，娇羞欲语

荷花是灵动的

嫩蕊凝珠，盈盈欲滴

荷叶是高尚的

有了它的默默奉献才衬托出荷花的窈窕和美丽

荷花是绚丽多彩的

既像冬天的白雪，又像天边的晚霞

在轻柔的雨丝沐浴下

彰显出独有的清秀和典雅

荷花如碧天里的星星

绽放出甜美的笑脸

为宁静的池塘增添勃勃生机

把绿意盎然的夏天装扮得更加妩媚灿烂

师恩难忘

素描荷花
●王永宾

有趣的海狮表演

对婆婆好就是对自己好

●
上
河
小
学
三
一
班

吴
依
彤

●孙利芳

●史运玲

“正定确实是近平同志从政
起步的地方”

在正定工作三年多，尤其是当县委

书记之后，近平同志把一个几百平方公

里、几十万人口的县治理得很有起色、

井井有条、蒸蒸日上，这对他的领导能

力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和考验。他后来很

多思想，都可以在正定工作中找到源

头。他曾饱含深情地说，“正定是我从政

起步的地方。”这是他由衷的话。

采访对象：程宝怀，1936年生，河北

博野人。1981年任正定县委副书记，后

任县长，1984年任石家庄地区行署副专

员。1997年退休。

采访组：邱然陈思黄珊
采访日期：2017年2月28日

采访地点：石家庄市翠屏山迎宾馆

采访组：程宝怀同志，您好！习近平

同志上世纪80年代初期来正定工作时，

正是社会逐渐变革、人们思想观念慢慢

扭转的历史时期。在那样的时代背景

下，他初来乍到，对正定县情是怎么认

识的？

程宝怀：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正

在深入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推进

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拨乱反正、落实政

策、平反冤假错案等工作，这是全国全

党实现工作重心转移的大变革时期。近

平同志来正定的时候，正定曾发生了一

件比较严重的事情。“文化大革命”当

中，正定县把1200户城镇居民下放农

村，他们在农村吃住没有着落，子女上

不了学。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批人天

天上访，有时堵县委、县政府大门，要求

回城安置。近平同志就是在这样一个既

混乱又酝酿着巨大变革的历史转折点

来到正定的。

近平同志思想解放、意识超前、博

览群书、善于学习，做事沉稳、干练，胆

大心细，政策水平高，工作能力强。到正

定以后，他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走

访了不少群众，召开了有公社干部、社

员等参加的不同类型座谈会，了解到很

多实际情况，对当时正定农村的现状、

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有了深入了解，对确

定正定的战略定位和制定经济发展规

划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思路。

近平同志来后时间不长，根据正定

正好处在省会石家庄市和广大农村之

间，提出正定应该走“半城郊型”经济的

发展路子。

当时，我对这个名词不太理解，就

问他：“‘半城郊型’的内涵是什么？”

近平同志解释说，“半城郊型”经济

是一种不完全的城市经济，是一个介于

城市经济和一般农村经济之间的中间

型经济。正定老城正好位于距离石家庄

市15公里的位置上，正定的北方是广大

的农村，正定的南方就是石家庄市。我

们处在城市和农村中间过渡的位置上，

就应该走城市和农村中间型的经济发

展之路。

从此，正定就确立了“依托城市、服

务城市、打入石市、挤进京津、咬住晋

蒙、冲向全国”的经济发展思路。为了让

这个发展思路表达得更加形象和具体，

近平同志又提出了“投其所好、供其所

需、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应其所变”的

二十字经济发展方针。他提出走“半城

郊型”经济发展路子之后，正定县大力

开展多种经营，大搞农工商，很快出现

了党风正、硕果丰的大好局面。近平同

志把正定经济带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近平同志离开正定30多年了，但正

定一直在沿着这条路子走，也一直保持

着良好的发展态势。这说明当时近平同

志提出的发展路子是正确的，是符合实

际的。这是近平同志对正定的一大贡

献。

采访组：当时的正定主要面临什么
样的问题？习近平同志到正定上任伊

始，做了哪些工作来解决问题？

程宝怀：近平同志首先解决的是正

定县征购负担过重的问题，这是关系到

全县人民温饱的大问题。

高征购是当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

要指标，也是“农业学大寨”先进县的一

个重要条件，没人敢提出异议，但近平

同志做事实在，不唯书，不唯上，只唯

实，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敢于大胆提出

和解决问题。

近平同志到正定以后，开了不少座

谈会，对正定的情况进行了解，再加上

他经常下乡调研，所以在短时间内就对

正定的情况了解得比较详细了。

一天晚上，近平同志到我办公室

来。他说：“程县长，最初省委让我到‘好

县’工作，依你看，‘好县’的标准是什

么？”我说：“咱正定就是‘好县’，标准很

简单：第一，咱们对国家的贡献大，每年

粮食征购7600万斤，是河北省的老大，

老书记冯国强说明年咱们还要争取交

一个亿。第二，正定的领导班子很团结，

老中青结合，你20多岁，我40多岁，冯书

记50多岁，是个团结战斗的班子。第三，

正定是‘农业学大寨’先进县，咱们的三

角村是先进典型，全国各地都来参观学

习。”

听后，近平同志笑了，他说：“老程

同志，是不是‘好县’，应该以综合指标

来衡量。咱们县去年农村人均收入是

148元，你刚才说到的学大寨先进的三

角村，亩产过千斤，可农民还吃不饱，他

们偷着到外县换山药干吃，回来交征

购。这些事，你了解不？”我说：“我了

解。”

（未完待续）

张平福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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