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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晴朗，阳光也好，公园
里的树木参差错落、刚劲挺拔；
小河里潺潺的流水，淌过精心
铺设的台阶，发出“哗哗哗”的
细微声响。抬眼望去，那边亭
子旁有十多位老者在打太极，
这边还有不少人在跳广场舞。
眼前的景色与氛围这样美好，
徜徉其中，舒心惬意，不由得让
人越来越喜欢美丽的家乡，留
恋这片土地！

记得第一次进城，是我十
多岁时跟着父亲进城赶会。那
时稷山县城的集会一条街好像
主要是在东关，即现在步行东
街口的那条农贸南北路。集会
上非常热闹，有打饼子的、煮麻
花的、卖蔬菜的、卖糖葫芦的、
烧醪糟的、卖农具的，还有卖骡
马的。我跟着父亲去买夏收所
需，走着看着，感受着集市的热
闹和第一次进城的新奇。

第二次进城是初中时参加
县上组织的春节社火表演。记
得那次我们学校的彩旗方队是
从稷峰街东边开始入场的，就
是现在的稷峰街与大佛路交叉
口靠东一些，那里往东当时还
是庄稼地。我们的百人彩旗方
队，统一着装，大盖帽、四兜上
衣、军用鞋，都是耀眼的军绿
色，腰间还系着棕色武装带，手
握旗杆，精神抖擞，口号响亮，
缓缓行进，汇入县上社火表演
的 文 艺 大 队 。 稷 峰 街 人 山 人
海，锣鼓喧天。只见铁炮队、绳
鞭队、彩旗方阵、管乐方阵、锣
鼓队、花鼓队和抬阁、高跷等等
前后相接。文艺大队犹如长龙
一般，浩浩荡荡，沿着稷峰街向
西而行，一直走到西街口，即现
在的稷峰街与康复路交叉口。
而现在的稷峰街东起人民路，西至丰喜路，
而且东西两边还将延伸修建，宽阔平坦，已
提升改造成为标准化的县城中轴主干道。

那时总觉得进城是一件很奢侈的事，由
于去县城的机会有限，因而对县城的印象就
停留在这些方面，不过听人说县城里有照相
馆、电影院，还有稷王庙和大佛寺。我心里
于是就产生一种向往。后来有一年春节，我
们几个同学相约去县城拍合影照。那时我
们刚刚学会骑自行车，就磕磕绊绊地骑车进
城了。我们沿着 108 国道骑到稷山南关口，
就朝北走着看着问着，走不远就找到了“稷
山照相馆”。照相师傅把我们带进照相间，
里面暗暗的，我第一次看到高高架起的照相
机，上面盖着一块宽大的红布。只见师傅在
红布下面摆弄着，并招呼我们几个在相机前
坐好，手握着一个“机关”咔嚓一响，就给我
们拍好了。这张照片我一直珍藏着。至于
去电影院看电影、游览稷王庙和大佛寺，当
时是不敢再想了。

在县城工作后不久，我心心念念地就想
着周末去看一场电影，去稷王庙和大佛寺游
览一番。稷山电影院位于稷峰街中段路北，
里面高大宽敞，一排排的座椅由低到高排列
整齐，两边分别留有一条通道。记得那次我
和几个同事一起观看了电影《妈妈，再爱我
一次》这部亲情影片，情节非常感人，特别是
林志强母子分离时，《世上只有妈妈好》的歌
声响起，银幕上下一片哭泣声，至今令我印
象深刻。现在家乡紧跟时代步伐，拥有了天
信影城、华夏星光影城等专业影院。

稷王庙又称后稷祠，位于稷山县城中
心，即现在步行西街中段路北，是我国历史
上规模最大、保留最完整的一处奉祀我国农
业始祖后稷的庙宇，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古色古香的庙门，有一种沧桑感和时光
流过的痕迹。步入稷王庙后稷楼，就会看到
头戴王冠、身披王袍、腰缠玉带、慈眉善目、
手握谷穗、端坐宝座上的后稷像，就会感念
和铭记后稷教民稼穑的伟大功绩，就会欣赏
到巧夺天工的木刻艺术、精彩绝伦的石雕工
艺、色泽艳丽的琉璃工艺。尤其是大殿前檐
下那两根盘龙楹柱十分耀眼，两条巨龙分别
是水龙和火龙，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令人惊

叹 古 人 的 雕 刻 技 艺 如 此 高 超 。
稷王庙建筑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稷山大佛寺，位于县城东北
一公里的高崖之上，又名“清凉
院”“佛阁寺”，因寺内有一巨佛，
故俗称“大佛寺”。大佛寺位居
高地，土雕大佛又以此为基，更
显其气势恢宏、巍峨壮观，也是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入
寺内，拾级而上，就会看到一高
大的楼阁式建筑，这就是供奉释
迦牟尼大佛的地方。内中坐佛
依崖雕塑，高 20 米，宽 6.7 米，气
势雄伟，保存完好。佛身贯通阁
之上下，攀木梯登至楼顶，不仅
可瞻仰佛之全身，稷山城全景也
可历历在目。稷山大佛非常独
特，堪称天下第一土雕大佛。

稷山地理位置优越，南依稷
王山，北靠吕梁山，中有滔滔汾
水滋润，是一个依山傍水、民风
淳朴的地方，是一个古老而又焕
发时代生机的地方，正如清朝同
治版《稷山县志》记载：“稷山人
尚 节 俭 、勤 耕 织 、知 向 学 、喜 祭
赛。”

北魏太和十一年（487 年），
在稷山东南设置高凉县，即现在
的 阳 城 村 ，那 里 留 有 高 凉 城 遗
址，那厚厚的残缺的城墙矗立在
深深的沟壑之上，仿佛在诉说着
稷山的历史。隋朝开皇十八年

（598 年），高凉改为稷山县，因县
域 内 有 巍 峨 的 稷 王 山 而 得 名 。
稷山传说是上古时期谷神后稷
故里，后稷曾在这里教民稼穑，
周 部 族 的 史 诗《诗 经·大 雅·生
民》主要讲述的就是后稷的经历
和对农业的功绩。

家 乡 稷 山 现 在 发 展 得 越 来
越好了，天更蓝了，路更宽了，好
看的、好玩的地方越来越多了。
有稷王庙、大佛寺、青龙寺、宋金
墓、法王庙、玉壁城遗址、北阳城
砖塔 7 处国保单位；有稷山国家

板枣公园、稷山国家汾河湿地公园两大国家
级公园；还有稷山民乐体育公园、稷山民悦
公园、大佛文化公园、稷王文化广场、稷峰文
化广场和“四馆一中心”，以及正在扩建的稷
王庙文化广场和建设中的稷山县公共体育
场等体育文化娱乐场所。圣王山庄、西崖
沟、石佛沟等休闲旅游景区近些年的发展势
头也不错。

稷山是我国最早的农业发源地，是美
食之乡，有被誉为“稷山四宝”的麻花、
饼子、鸡蛋、板枣。稷山板枣皮薄肉厚、
清香甘甜；稷山麻花口感酥脆；稷山饼子
外酥里嫩；稷山鸡蛋无腥无污染。还有很
多特色小吃，如酿菜、猪卷、鸡蛋煎饼、
油酥小旋、泡儿油糕、于记包子、三女饺
子、枣糕花馍、垆土炒棋、斌娃凉粉、老
宋烧鸡、烧肉火锅、李马吴羊汤，等等，
这些舌尖上的美食都是地道的稷山味道。

乡村面貌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村
村通”连接起了每个村庄，柏油路宽阔平坦，
一排排新建房高高矗立，非常整齐，篮球场、
娱乐广场、健身器材、文化长廊等，满足了村
民健身活动的需要，也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
生活。有的村庄还有“老村”与“新村”的布
局，既留住乡村记忆去守望乡愁，又推进了
乡村振兴，展新时代风采。

近年来，家乡稷山还举办过多次全国性
的 文 化 体 育 活 动 ， 影 响 颇 大 。 全 国 性 的

“半马”赛，有来自 9 个国家和国内 17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的 3000 余名参赛选手
激情竞跑，演绎了一场精彩的“稷马”赛
事；“后稷论坛”接连在北京、太原、西安
举行，传承和弘扬后稷农耕文化，促进乡
村振兴。这个 20 世纪 60 年代就在全国闻名
的卫生大县，如今再次走进大家的视野，
走向全国。

看不够的稷山风景，尝不够的家乡美
食。历史的厚重，文化的底蕴，独特的风
韵和气质，赋予了家乡古典的美，也滋养
了 她 现 代 的 美 。 行 后 稷 故 里 ， 拜 农 耕 始
祖，观大佛宝殿，赏青龙壁画，游千年枣
园，品“稷山四宝”。行走在家乡的土地
上，融入她的怀抱，让人流连忘返，心生
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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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近半年来，一场“爆改”席卷
了我家。

我先拿女儿淘汰下来的一件淡
瓦灰色长裙做试验。精心设计一番
后，把裙下摆进行了不规则裁剪，
给裙摆正面左上方绣上“一枝红杏
出墙来”。当淡瓦灰色裙摆下略显
一丝衬裙的雪白边儿时，就显现出
残缺之美与考究工艺的完美结合。

我又把外婆留下的一件海蓝色绣边
儿的白色唐装翻腾出来，往胸前绣
了一枝柳叶儿和一只金蝴蝶。一派
唐风的小家碧玉上衣配上略显现代
潮的裙子，既凸显水蛇蜂腰的古典
美，又展现了现代潮风。

女儿一改不上班就玩手机、看
小 说 、 熬 夜 追 剧 、 天 天 吃 外 卖 等

“快乐”习惯，开始练瑜伽、游泳和

科学合理搭配饮食的“自救之旅”，
半年后就在穿衣镜里告别了“黑眼
圈和满脸的颓废”，找回了一个健康
健美的自己。

每过一段时间，老伴儿就把所
有的家具和工艺品改放个位置；还
把他养的花送给别人，再把别人送
他 的 花 端 回 来 。 尤 其 是 旧 家 翻 新
后，老样穿新装，旧貌换新颜。

当他把自己的烦心事改成别人
的幸福事时，在外，他过得开心，
在家，他活得舒心。特别是把关心
自己改成关心别人时，“我心里暖
暖 的 ， 就 没 有 什 么 迈 不 过 去 的 坎
了！”

“ 你 为 啥 隔 日 就 改 穿 一 身 衣
服 ， 隔 段 时 间 就 改 换 个 发 型 呢 ？”
一天，我好奇地问儿媳。“因为我
一 改 旧 貌 ， 就 找 回 了 全 新 的 自
己。”她乐颠颠地说。“怪不得我爸
老是偷偷地看我妈呢！”小孙子发
现的小秘密，顿时逗得全家人差点
笑破肚皮。

真是我家“爆改”乐事多，改
变得更美好啊！

我家“爆改”乐事多
■■陈玉霞陈玉霞

春 天 一 拉 开 序 幕 ， 平 静 的 大
院，此刻有了骚动，鲜见的鸟儿，
也在树枝梢头啼鸣起来。

天刚放亮，我便被阵阵鸟啼叫
醒。鸟啼声婉转悦耳，挑逗得人心
里怪痒痒的。我索性坐起来，把椅
子搬到窗前，细细而又静静地听那
声声鸟啼。

“近水知鱼性，在山识鸟音。”
鸟儿自有自己的语言，只不过我们
听不懂罢了，但细细揣摩便能悟出
它 的 真 谛 。 它 们 动 情 地 叫 呀 、 唱
呀，原本是情感的需要、生命的追
求 ， 特 别 是 那 雄 鸟 ， 为 了 取 悦 雌
鸟，不仅亮出自己的羽毛，使之艳
丽夺目，而且借助悦耳的歌吟，抒
发情感，款叙衷肠，求得配偶的欢

心。
我 们 何 尝 不 愿 意 听 听 天 籁 之

音，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悲欢离
合？

大 自 然 的 天 籁 是 一 部 含 蕴 无
穷、备极艰深的交响乐，即使要图
解 其 某 一 章 节 ， 恐 怕 需 要 好 好 思
索，也需要深邃的文化素养和丰富
的生命体验。那美妙的音符，令你
深深地陶醉。

鸟儿的啼叫，使我想起一件揪
心的事。一天，在春燕的窝下方，
一只刚出窝的小燕突然死去，两只
燕子围着掉在地上的小燕，如泣似
诉，凄惨地啼叫着不肯离去。那啼
鸣不似平日的欢鸣，让人心里也一
阵酸楚。看到这些，我又想起那些

鸟儿的婉转啼鸣，被人们构思出各
种神话传说，寄寓情思。

有一种布谷鸟，在春天刚到之
时，便发出一阵阵“布谷，布谷”
的叫声，但当小麦返黄时，生灵的
天 性 又 闪 现 出 来 ， 发 出 一 种 “ 边
黄，边割”的叫声。同一种鸟，不
同时节发出两种不同叫声，不能不
让人疑惑。也许这是一种基因，到
了某时间段，作为条件反射，这一
基因便自然而然地反射出来。

何止是布谷鸟，南方有一种鸟
是清明之后才出来，中秋之后就没
了踪影。那是一支令人心酸的歌。

相传从前，有一位继母想让自
己的亲儿子独霸家产，经常虐待继
子王刚。一天早上，她把两个儿子

叫到身边，要他们到后山种麻，并
绝情地说：“谁的麻出了苗就回来，
不出苗的死也不能离开地。”说着把
提前炒熟的一兜儿麻籽递给王刚，
一兜儿生麻籽塞给儿子。不料途中
弟弟贪吃，不知情的哥哥将炒熟的
麻籽换给弟弟，结果弟弟种的麻没
有出苗。憨厚的哥哥，替弟弟照看
出苗，在荒山野岭被野兽吃了，可
怜的弟弟白天等夜里盼，一天夜里
终于连饿带怕死在了山里。

弟弟死后变成了一只鸟，撕心
裂肺地惨叫着：“王刚哥，等等我，
娘 炒 麻 籽 谁 知 道 ……” 它 伸 长 脖
子，天天飞，夜夜叫。

“王——刚——歌”，这个美丽
的故事和悲情的传说，大概是人们
把世间的苦乐悲欢，寄托给鸟类，
让 它 们 与 人 类 一 起 承 担 情 感 的 重
负。反过来，那些令人肝肠寸断的
禽言鸟语，日夜响在耳边，也同样
炙灼着、裂解着一颗颗善良的心。

这真是“花如解语还多事，石
不能言最可人”。

鸟 儿 是 春 天 的 精 灵
■■梁梁 冬冬

我今年八十岁了，身子骨还算硬
朗 ， 眼 已 花 、 耳 未 聋 ， 却 “ 旧 习 难
改”，隔三差五就会跑到书店买几本喜
欢的书，或去图书馆看几个钟头书报杂
志。有一次，从蓝天书店出来，手里提
着一袋书，走下又高又陡的台阶时，被
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看见，他急忙上
前扶住我说：“大爷，你这么大年纪，
还花钱买书看啊？”我笑着说：“习惯
了，每天翻翻书，心里踏实。”

人一辈子几十年，有点兴趣爱好，
才活得有滋有味。学会“琴棋书画”技
艺，生活有品位，人生会精彩，闲暇时
相约亲朋好友“吃喝玩乐”，把日子过
得开开心心、潇潇洒洒，也不枉到人世
间走一回。但我偏偏在这些方面是个

“差等生”，吸烟喝酒没学会，吹拉弹唱
不沾弦，只是与书有缘，小时候念书，
长大了教书，老了更是离不开书。

退休后，我和老伴住进了县城，居
室满打满算有五十多平方米。在十四平
方米的卧室里，除了一床一柜外，临窗

刚好放下一张带书柜的书桌，实用又方
便。可以躺在床上静静地看书，又能坐
在桌前慢慢地构思写文，抬头望窗外能
看见花红柳绿、鸟叫蝉鸣，惬意又温
馨。

回想起小时候上学，除了课本和作
业本，没有课外读物，谁有一本缺页没
皮的小人书，小伙伴都争着抢着看。二
十多岁，从事了神圣的教育工作，按说
教师应当博览群书，学识渊博，给学生
一碗水，自己要有一桶水，但那时已拖
家带口，没有时间静下心来钻研学问。
上课前急忙翻看一下参考书和课本就走
上讲台，热蒸现卖；抽空还要到家里的
责任田，“土里刨食”养家糊口。

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
书店里各种书籍琳琅满目，图书馆报刊
多种多样，藏书甚巨，老年大学开设了
十几个兴趣活动班，为老年人搭建了实
现梦想的平台。

近二十年里，是我有生以来读书最

多的阶段，我阅读了一些中外经典名
著，近代优秀文艺作品以及人生哲理方
面的书籍，自费订阅 《中国剪报》《生
活文摘报》《特别关注》 等报刊。我像
久旱的庄稼得到了雨露的滋润，像一位
饥民遇上了丰盛的大餐，不放过每一个
读书学习的时间和机会，争取弥补过去
的遗憾，让后半生的日子充实起来。另
外，我阅读有记笔记、写日记的习惯，
喜欢把精彩的句子和要点写下来，供日
后欣赏查看。日积月累，竟有了几十本
笔记和读后感，如“文笔精华”“史海
钩沉”“名言警句”“人生感悟”“百科
知识”“养生保健”等。

这些年，我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
图 书 馆 ， 除 了 到 阅 览 室 看 书 读 报 外 ，
每次总要到外借室再借两本书回家细
细品读，过上十天半月，归还旧书另
借新书，从未间断。令我感到惊喜的
是，县文旅局和图书馆连续两年评我
为“最佳读者”“十大阅读之星”，我
还荣幸地参加了“世界读书日”的表

彰大会并获奖，《阅读，让生活充满阳
光》 发言稿也被发表推送在 《万荣人》
报网上。

另一个想不到的是，通过几年的学
习和积累，我的写作水平有了明显提
高。正如文学大师季羡林通俗地讲读书
和写作的关系，“喝的水多了，尿就多
了”。我有了写文章的兴趣和冲动，产
生了把自己人生经历和感悟写出来与身
边人交流的愿望。我为自己退休后还能
为社会作一点贡献而高兴，从此更加增
强了写作的信心和勇气。

人常说：“老来常把书来读，悦心
有乐寿自长。”臧克家说：“读书好似爬
山，爬得越高，望得越远；读书好似耕
耘，汗水流得多，收获更丰满。”老年
人读书是一件快乐而有意义的事情，可
以充实头脑、开阔眼界，看到更为浩瀚
更为丰富的世界；可以获取新的知识和
信息，让我们跟上时代的步伐，享受新
质生产力带来的红利；还可以锻炼大
脑，延缓衰老，让生活充实、让生命精
彩。有人知道我患高血压、冠心病多
年，如今身体健康，向我讨教经验。我
说：“很简单，四句话，心宽腿勤多用
脑，粗茶淡饭七分饱。满柜诗书常相
伴，读文写字乐逍遥。”

我觉得老年人衣食无忧固然是一种
福气，但有个好身体，内心快乐和充实
才是真正的幸福。

老 年 读 书 好 处 多老 年 读 书 好 处 多
■■张俊英张俊英

现在，不少孩子衣食无忧，愿望
总被家长尽力满足，不知稼穑之苦，
不懂得珍惜感恩。回想起小时候劳
作的情形，已不觉其苦。是啊，劳动
强健筋骨的时候，也让人磨砺了耐
心，锤炼了品德。

我的劳动课，就是我的劳动经
历。生活中的劳动课，没有条条框
框，该干就干，累了就歇，歇好就干，
到时间总要干完。

上小学以后，印象最深的，是老
师带孩子们做煤片。学校给班级分
发了煤炭，老师和孩子们用小平车拉
来黄土。一声令下，老师和孩子们忙
起来，铲三铁锹煤炭，铲一铁锹黄土，
搅拌均匀，扒拉成圆圆一圈，中间低
平，周围高高的，就像环形山一样。
孩子们跑到水井边，把水桶扣在井绳
挂钩上，摇转井轱辘，放到井中打水，
再摇转井轱辘打上来，用木棍子抬着
铁桶过去。老师提起铁桶，慢慢倒
水，边倒边看。然后，带着孩子们把
圈外搅拌好的土煤，一点点铲到刚刚
扒拉好的环形山中，看着土煤浸了
水，吱吱响着，冒着泡。不一会儿，中
间的土煤不那么稀了不流了，接着把
外圈的土煤翻到里边去，一层层往里
翻。大家用铁锹平压着软软的湿土
煤一层层扎来扎去，扎匀了，铲起来
翻个个儿，再一层层扎来扎去，再翻
个个儿。最后，和好的湿土煤被孩子
们用铁锹铲了，摊到撒了炉灰的平地
上，老师再用抹子抹平，很快，一大片
湿土煤黑亮亮地抹好了。最有意思
的一幕出现了，老师用铁锹在抹好的
湿土煤上划出均匀的横线和竖线，许
多 方 方 正 正 的 格 子 仿 佛 印 上 去 一
样。好多天以后，湿土煤晒干了，变
硬了，就成了煤片。老师用铁锹在煤
片底部轻轻一铲，铲离地面，孩子们
把煤片搬到教室，一层层摞起来。教
室里的土炉子，也是老师和孩子们和
好泥，一砖一砖砌成的。天寒地冻的
时候，土炉子里烧着煤片，红红的火
苗子暖暖的，从室外进来，一下子就
不冷了，心里也觉得暖。劳有所得，劳
有所乐，岂不快哉？

在小学，栽树也是孩子们喜欢干
的活儿。桐树，杨树，都栽过。以前学
校条件不好，墙腿子、墙围子、门窗围
子裹了一层砖，其余部位都由黄土夯
实的胡墼坯子砌成，墙面抹一层白石
灰。这些砖瓦房在当时已经算不错
了，屋檐下的白石灰墙面上大都写着
有关教育的标语，字体方方正正，很
耐看。操场是土操场，路是土路，平时
踩着硬实，一下雨就泥泞不堪了。树
木很少，花带也是窄窄一条，窘迫得
很。万物复苏的时候，学校往往领回
一批树苗，有时是桐树，有时是杨树，
分发到各班。老师给同学们指定位
置，这几个同学在这里栽几棵，那几
个同学在那里栽几棵，要求树坑挖多
大多深，树坑底部的土要蓬松。一声
令下，同学们抡起三齿镢刨土，再用
铁锹把刨松的土铲出来。树坑挖好

后，用铁锹铲松坑底，然后两个人把
树苗放进去，扶正，其他的人开始往
坑里铲土，铲一会，用脚踩实，再铲一
会土，再用脚踩实，最后把铁锹倒过
来，用铁锹柄把树坑里的土夯实。同
学们终于欢快地提着铁桶拿着木棍
奔向水井打水，左手抓着铁桶顶部的
铁环，右手抠着桶底缓缓往上一提，

“哗”一声，清冽的水仿佛唱着歌一
般，奔涌进树坑，打着旋儿，冒着泡，
吱吱吱响着，树苗一下子就精神了。
多年后，大路边，教室前后，原来的大
树遮盖了天空，后栽的桐树枝杈壮
实，叶片肥硕若伞，后栽的杨树直冲
云天，又绿又亮的叶片在风中呼啦啦
地响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劳动不
也是育人重要的一环吗？

那时候，学生帮老师家收割麦子
也很平常。以前，孩子并不那么金贵，
家里人对孩子也不娇惯，老师带孩子
劳动没有心理负担，该批评就批评，
该指教就指教，家长也说该打就打好
好管。本来在家里就做农活，孩子们
已经习惯了，帮老师家收割麦子也不
觉得奇怪，况且不用困在教室了，就
像五柳先生“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
然”一样心情舒畅。小学时在村北那
片麦田里帮权老师割过麦，初中时在
外村村东帮卫老师割过麦，高中时在
县城边帮张老师割过麦，人多干活
快，挥汗如雨但不觉得累，还在老师
家吃过饭，干得自自然然，吃得自自
然然，在老师家就像在自己家一样。
从那时起，我就尊重爱戴老师，他们
那辈人教学扎实，要求严格，表扬直
接，批评不含蓄，带学生劳动也无顾
虑，不论做煤片还是栽树，或者割麦
子拾麦穗，或者冬天在窗户上钉塑料
布，或者在校园里平整菜地，都在教
我们实实在在做人做事，做事就要流
汗吃苦，做人就要守住本分。

人不能总活在以前，要向前看。
但前行的时候，一定不要忘了初心。
以前日子苦，条件差，大部分孩子吃
不好，穿不好，还要为牲口割草，要放
羊，要帮父母割麦收玉米、摘棉花、摘
绿豆，在学校参加各种劳动。大家汗
流浃背坚持着，干累了歇，歇好了干，
被考验着，也成长着，舍不得浪费，却
懂得珍惜，因为吃过苦所以更懂得感
恩。

现在条件好了，许多父母总觉得
孩子小，这也干不了，那也干不了；也
有的父母觉得干活不如学习重要，孩
子多干一会活心里不实在，多学一
会，心里就美滋滋的；孩子帮别人干
活了，不是怕受伤了，就是觉得在时
间上吃亏了，不能体谅父母辛苦，我
们有没有反思家庭教育是否缺少了
劳动这一课呢？

过去没有专门的劳动课，幸运的
是生活给我们开了这一课，老师和我
们挽起袖子上好了这一课。近年来，
国家将劳动单列成课程，就是要为所
有孩子补上这一课，愿孩子们都能学
有所得、成人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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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伟李红伟

鹳 雀 楼鹳 雀 楼
【【河东成语典故园雕塑欣赏河东成语典故园雕塑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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