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监利新闻 报料热线：0716-3289095 邮箱：724589608@qq.com 03文学副刊文学副刊2023.5.26 星期五
美术编辑：万 彬

老伴的“云游”梦一直做了17年，也
等待了17年，今年峰回路转，终于如愿以
偿，去亲身感受、游览了那个令人神往、梦
寐以求的旅游圣地——云南。

兔年圆了“云游”梦
对我们这些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

人来说，在有生之年到彩云之南一游：去
昆明滇池喂海鸥、丽江大理古城走一遭、
洱海游轮上观风景、泸沽湖听傣族走婚故
事、玉龙雪山抚摸温顺牦牛、爱情圣地蝴
蝶泉边听民歌、西双版纳探寻野象谷……
是许多人的梦想。然而老伴这个梦却做
了很长很长。以前有机会赴云南旅游，老
伴不是不想去，而是考虑到儿子才结婚，
儿媳妇又有了身孕，加上经济并不宽裕，
她无奈选择了放弃。

如今儿子成家立业，孙子孙女已长
大，经济状况也大为改善。但她仍然担心
和考虑我们一家老小吃饭以及旅费问题，
所以一直举棋不定，犹豫不决。直到五月
上旬才柳暗花明，尘埃落定，她选择了比
较符合条件的旅游团，终于圆了这个“云
游”梦。因为年纪不饶人，再往后想通过
旅行社走出去也是不大可能，而且也力不
从心了。

组团近20人前往云南丽江大理泸沽湖双飞六日
游，5月11日启程，这一天，阳光明媚，气温宜人，不冷不
热，非常适合外出。我送老伴登上赴汉（晚上在汉乘机飞
丽江）的豪华大巴，由衷祝福她们一行旅途平安愉快！

最美的地方是彩云之南
云南，以其美丽、丰饶、神奇而著称于世，一向被外界

称为“秘境”。简称“滇”，战国时期，这里是滇族部落的生
息之地。云南，意即“彩云之南”，另一说法是因位于“云
岭之南”而得名。古语云“一日长一丈，云南在天上”，她
确实离天很近，是一片峰谷纵横、川流回旋的奇异高原。
自然景观很多，主要有昆明、石林、丽江、大理、玉龙雪山、
蓝月谷、洱海、西双版纳等，数不胜数。

第一站是丽江古城（又名大研镇），坐落在丽江坝中
部，始建于宋末元初（公元13世纪后期），地处云贵高原，
面积为7.279平方公里。古城内的街道依山傍水修建，以
红色角砾岩铺就，有四方街、木府、五凤楼、黑龙潭、文昌
宫、雪山书院、王家庄基督教堂、净莲寺、普贤寺、接风楼、
十月文学馆、红军长征过丽江指挥部纪念馆、丽江古城历
史文化展示馆、徐霞客纪念馆等景点。丽江古城体现了
中国古代城市建设的成就，是中国民居中具有鲜明特色
和风格的类型之一，是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

随后是游览泸沽湖景区，在群山环抱中湖水碧波荡
漾，湖畔绿树成荫。漫步在伸到湖中长长的栈桥（即走婚
桥）上，微风习习，垂柳轻拂，情人滩上人头攒动，欢声笑
语，不绝于耳，令人心旷神怡，充分领略摩梭青年男女走
婚形式。清澈见底碧玉般的湖泊映衬着巍峨的山岭相映
成趣，让人美的心醉。在大理古城徜徉，它始建于明洪武
十五年（1382年），是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东临洱
海、西枕苍山、城楼雄伟，风光优美，显得那么淡定优雅，
吸引中外游客纷至沓来。最后游览了玉龙雪山，这里海
拔3356米，坐索道缆车直至雪山主峰达4506米，索道全
长2914米，垂直高差1150米。山下鸟语花香，彩蝶纷
飞，蜜峰起舞，宛若人间仙境。山上又是一番景象，仿佛
是寒冬腊月，大雪覆盖，白雪皑皑，银装素裹，冰清玉洁，
一片银白色世界。因空气稀薄，天寒地冻，游客们都身着
租借的棉衣和雨衣，不顾寒冷和不适，饶有兴趣地观雪赏
景，拍照留影。老伴却出现了轻度高原反应，头晕呕吐，
只好拿出随身携带的氧气瓶吸着氧气，才有所缓解，此前
她可从未感觉到什么叫“高原反应”。

一束鲜花融化了奶奶的心
5月14号，恰逢“母亲节”，老伴第一次在云南丽江度

过了这个不平凡的节日。儿子发去了祝福信息，孙子用
节约的钱给奶奶买了一束鲜花，在手机视频里祝奶奶节
日快乐！通过视频，远在云南的奶奶眉开眼笑，开心极
了，连连夸奖儿媳和长孙有良心、懂感恩！

15号清早，我去江滩公园散步时，路过幼儿园，见小
朋友们正在举行升旗仪式，在园内的小孙女诗童看到我，
一边喊着爷爷，一边朝我走来。我忙拉着她的手说：“奶
奶去云南旅游去了，你想不想她？”诗童连忙点头说道：

“想、想！”这就是天伦之乐隔代疼、祖孙情。子孝媳贤孙
乖巧，是上辈修来的福气和共同心愿，也是一种良好家
风，更是一种中华传统美德的传承。在这一刻，所有付出
都是值得的！就仿佛像一米阳光、一缕清风、一杯绿茗，
照耀、轻拂、滋润着一位慈祥善良、开朗乐观、勤劳智慧的
奶奶的心。

“云游”归来话观感
老伴结束了云南双飞六日游，16号晚上乘机转车

平安回来。虽然有点舟车劳顿，比较辛苦，但喜悦之情
溢于言表。逛了丽江大理古城，游了泸沽湖走婚桥，爬
了玉龙雪山，看了傣族舞蹈表演，坐了飞机游船缆车；游
山又玩水，观光又赏景；照了像、合了影，吃了美食、开了
眼界；经历了冬夏两重天、亲身体验感受到了高原缺氧
的反应……意犹未尽，留连忘返，感觉不虚此行，了却心
愿。云南之旅虽然珊珊来迟，但毕竟已在自我感觉良好
的情况下，如愿以偿，没有留下遗憾。

我在家特意为她制作了一个美篇，记录下了整个行
程中最美好的瞬间，聊以慰藉，留作纪念！是啊！恰逢好
时代，不负好晚景，祖国锦绣山河、名胜古迹与旖旎风光，
不容错过。如今我们都已是古稀垂暮之年，儿孙满堂，青
春不再，时不我待，乘现在还走得动、吃得好、玩得了，走
出去，迈开腿，融入大自然，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快乐潇洒
一把，也不枉此生！

（作者系中国报协集报分会会员、湖北省作协会员、
省报告文学学会会员、省诗词学会会员、荆州市诗联学会
常务理事，已出版个人文学专集《兰桂生香》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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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如水，不舍昼夜，不经意间，四月的
芳华已然落幕。五月的繁盛正葳蕤。五月，
渐渐抛却了浮躁，留下了安谧，处处有微风与
细雨。就像一个少女，踩着不紧不慢的步子，
款款地走进了大众的心底。

回想疫情三年多来，我们全中国人还是
胜利地战胜了病魔。阳光洒满神州大地，每
一个人的脸上洋溢着欢欣的笑容。五月，青
春张扬，所有的一切都满怀着希望，所有的一
切贴上了阳光的金黄底色。五月是一个小憩
的地方，亦是一个出发的站台。

品大地浅夏的芬芳，做冰清玉洁的清
梦。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夏日
萌动、生长，山河壮丽、草木繁茂。浅吟低
唱，暖风熏人，人间值得，恰到好处。所有
的美好都如期而至，每个人眼中有最美的
风景，心中有难以割舍的挚爱。所有的忧
愁都被笑容取代，所有的落拓都将被热情
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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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夏的妩媚，恰到好处，不那么艳丽，又
没有那种令人望而生畏的炽烈，给人安慰和
享受。公园里的花香悄然蔓延，其温润，不
急不躁，熨帖人心。在邂逅的时刻，充满了
浪漫的气息。天空瓦蓝，脚底是葱茏的草
坪，看向远处，那景色是一幅田园水墨画。
野鸟响亮的鸣叫在大地之间回旋，空旷而辽
远，片片绿叶上的露珠滴落而下，唯美而干
净……

五月，听雄鸡鸣叫，看艳阳升空。经过乡
村院落，于轻烟笼罩中，在窄窄的田埂上看乡
亲们在黑土地上播撒“希望”的种子。在星空
下，只见晚风拂柳，佳人蹀躞。柳丝拂过耳
边，感触到温热的气息。五月的风摇晃着树
梢，鸣奏一曲青春之歌。

五月的故乡，所有的守望都是生命的默
契、深情的凝视。走在篱笆矮墙内的苍老身
影，那是为了一日三餐而步履蹒跚。小孩在
树下看蚂蚁搬家，燕雀在草丛里争食，谁家的

炊烟又飘起了，袅袅上升，不绝如缕。阳光，
还没有盛夏的浮躁与毒辣，却是恰如其分的
柔美与和煦。

监利全国水稻生产第一、中国小龙虾
第一。近几年来，监利打造虾稻共作基
地，为监利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的内生动
力。本月下旬监利将举办“监利龙虾”“监
利大米”品牌营运和电商推广活动，推进
品牌规划建设，促进两大区域公用品牌热
销；发布监利龙虾质量技术规范，实现标
准化生产管理“零突破”，让广大养殖者理
清发展思路、明确市场行情，确保效益；开
展虾稻节抖音视频大赛，全网同步直播，
调动社会各界关注监利虾稻产业优势，形
成地方共识，为品牌口碑加持。监利虾稻
甲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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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宛如泡的一杯清茶，抬头之间，光
影变换。或明或暗，或行或立，大千世界，浮
生偷乐。夕阳时刻，于藤架之下，过着我所喜

欢的生活：在似乎停滞的光阴里坐在木椅上，
读一卷《纳兰词》、品一杯茶、焚一缕香，用心
感受平凡生活里的“小确幸”……

在下一个美好的日子无端欢喜，去寻
觅那嫣然的野花，在树影幢幢的长道上邂
逅别样的风景，忘却情感世界里的那片“斑
驳”之墙。

任凭岁月被风吹雨打去，却还要写下这
个人间的各种传奇。沧海桑田熬尽人间芳
华，剩下的全是精华与唯美。

每个人活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上，于淡
泊中，多了一些烦恼，少了一些平和。还是应
该学学五月的风，要知道只有轻盈了，才有云
淡风轻的机会。

在蓝天白云之下的许愿，以独有的方
式，写在水上。让一个回眸、一个微笑、
一次偶遇、一段记忆，都如一坛老酒，流
转生香。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
学学会会员、中国明史学会、湖北省作家协会
会员、中国著作权学会会员。）

这个五月不寻常
□ 安 频

狗蛋与梅子结婚不到三个月，他要去参
军了。

临行前，梅子说：“我已经有身孕了，我希
望咱孩子出生后能看见他爹！”

狗蛋心里一阵暗喜。但他还是说：“梅
子，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和肚里的孩子，等杀完
鬼子后我一定会回来的，等我！”说完头也不
回地走了。

第二年春天，梅子在家生了一个男婴，这
时，她非常想念丈夫，就给这个孩子取名盼
圆，就是盼望孩他爹早日与家人团圆。

可是，盼圆到了三岁，孩他爹仍没有回
来。小盼圆看见同伴们一个个都有爹爹抱、
爹爹疼的，就有一种失落感。于是就问娘：

“娘，咱爹呢，为什么别人都有爹我没有爹，咱

爹哪去了？”
小盼圆一问，梅子不由得流出几颗眼

泪。怕盼圆看见自己的泪水，她忙用袖子擦
去。顿了顿，梅子脸上就堆起笑来：“乖，咱爹
打鬼子去了，等打完鬼子，咱爹就回来的！”

转眼，盼圆已经七岁。七岁的盼圆仍
没有看见他爹，但学会了淘气，这不，一
到学校就与同学打架。被打哭的同学就
骂他：“没爹的孩子是野孩子，野孩子没
教养！”

盼圆说：“谁说我没有爹，告诉你们，我的
爹杀鬼子去了，他是大英雄！”

同学说：“哎哟哟，你爹回不来了哦，他当
炮灰了哦！”

盼圆当时真想哭起来，就强忍着泪水跑

回家，找娘要爹来。梅子说：“娃儿啊，你爹说
过，等杀完了鬼子就回来的，所以我们要耐心
地等待吧！”

不久，日本兵败山倒、无条件投降。狗
蛋却依然音讯全无，这让梅子的爹很不高
兴。他说，狗蛋要么不在人世了，要么是个
负心郎……

梅子的爹要梅子改嫁。
但梅子坚决不肯，她深信，狗蛋一定活

着，也不是负心郎。她爹只好叹着气走了。
后来，直到盼圆娶妻生子了，他爹还是音

讯全无。
白发苍苍的梅子带着孙子小华在门口

玩，她总是有事没事地向远处张望……
这天，小华正在门口玩耍，忽然，一个穿

军装的老头走过来要抱他，吓得小家伙往屋
里飞快地跑：“奶奶，奶奶，有个老头要抓我，
快快把他赶走啊！”

梅子立即跑出来一看，愣了半天，就一拳
捶在老头的胸脯上，哭着说：“狗蛋，你咋才回
来啊？”

穿军装的狗蛋说：“梅子，战事不由人啊，
我作为军人必须服从组织安排，一直没有时
间回家啊！”

狗蛋抱着梅子流出了眼泪。
（作者系荆州市作协会员，上世纪九十年

代开始在《羊城晚报》《广州日报》《深圳商报》
《荆州日报》《荆州晚报》《淮南日报》《沂蒙晚
报》《精短小说》《青年文学家》等刊发表小小
说、散文、诗歌、童话等作品数十万字。）

春意萦绕，我感到春晖的温暖；春雨淅
淅，我感到春汁的滋润。

也许是自己有了一把年纪吧，我时常怀
念着我的小脚娘。

娘，相貌正方，前额平宽，头发半上，后面
梳着一个巴巴头，中等身材，一双象小粽子型
的脚。这就是娘的模样。

我的娘杨光秀，生于1917年2月19日，
卒于1992年十月初四，享年75岁。到2023
年已离开我们31年，我常常在心里或在口头
念叨，思念之情回绕心头。

娘的一生就是这样为人，有正义之胆，从
不屈服外界的压力，是非曲直明辨事理，人情
世故见解通达，头脑清醒，说话很有分寸，做
人做事有自己的原则，从不在乎别人的眼
色。她虽然不识字，但那些老俗话说得十分
得体，民俗礼节十分讲究。她的言行举止，无
不给我以潜移默化。

那还是我几岁的时候，正遇三年自然灾
害，也是“饿饭”的年代，家里人吃的水草、野
菜。我清晰地记得，那一个昏暗的夜晚，娘从
一锅野菜的中间挖出一坨米饭给我。那沾着
菜带点咸味的米饭我觉得格外的香。又何止
这一餐呢？在家里我最小，娘给我特别的优
待。我全然不知家人吃水草、野菜的滋味，更
不知娘为一家人的生计过着苦涩的日子。

记得我有一次患麻疹，好长一段时间关
在屋子里。墩台上好几个仿佛年纪的男孩都
在患这种病。当时我是迷迷糊糊的，并不知
道害怕，只是隐约记得老娘日夜守候在床前，
隔一两天就请一回医生。老中医把脉问诊，
中药、土方都用到了。娘每天煎药、喂药，只
记得我发高烧时，神志不清，手抓帐子，扯着
被褥，嘴里说着胡话。娘守在我的身旁，不知
说着什么，不时擦着眼泪。她的心里不知有
多着急，这是我当时不知道的。只是后来才
听说有几个患麻疹的孩子没有保住性命，有
的瞎了眼睛、破了相。如今想起来还令人毛
骨悚然。可怜我的老娘那一段时间不知操费
了多少心血啊！

又是一次患病，我在医院住了十多天，发
烧总是降不下来。卫生所的医生一时摸不清
病因，老娘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整天守护着
我。我家离医院有二三里路，小脚娘就靠步

行来来回回拿点东西。后来二哥回来了，与
医生商量，认定是患了伤寒。这病是要禁嘴
的，猪油、鱼类的食物不能乱吃。在我稍有好
转后，老娘打听到伤寒病后吃黑鱼、胖头鱼最
补身子，就托人到杨林山长江边打鱼人那里
买来大黑鱼和一条10多斤重的胖头鱼。只记
得那胖头鱼油厚、肉鲜，吃起来格外香。那一
次病在床上20多天，算是落了一层“壳”。在
老娘的精心调养下，我很快恢复了健康，她可
是累得筋疲力尽。

那时，人们生产要下湖打蒿草，在垸内小
河里绞水草，经常下水作业。乡村七八岁、上
十岁的小孩子就要下水学打泡湫（方言游
泳）。老娘总是非常担心我玩水。每当看到
我在池塘里的木船上玩，她就拿根木棍赶我
上坡，生怕我掉到水里。有几回我与同伴学
打泡湫，老娘就用绳子系在我的腰间，她在岸
上拉着，担心我玩不起水，怕发生意外。以致
人们经常笑话我“系绳子打泡湫”。足以看
出，老娘既教我学玩水又非常担心我的安
全。慈母之心，我怎能体会？后来，我还是慢
慢学会了打泡湫。

娘最重视传统的礼教，也很讲礼性。每
当我出门，她总要教诲一番。教我如何叫人，
要有上下，尊老爱幼。她常说，叫人不要本，
只要舌头滚几滚。不熟悉的可以论年龄叫
人，跟父亲差不多年纪的人（或稍大一点的）
可以叫叔叔或者伯伯；一时弄不清辈分的，可
以叫“您郎”。不能“土牛木马”，被人说是“傻
性”。做人就应该“春风四海”，收得人拢，请
得人开。可是我的性格有些内敛，虽然听从
老母的话，不断地改变自己，但还未达到她教
育的程度，我常常感到愧疚。

要过年了，老娘更是注重礼节。除了打
扫屋子、收拾干净以外，还教我一些传统习
俗。过春节前的腊月里，娘要把炒好的茶叶
米谷、黄豆芝麻等撒在房前屋后，说是“净
土”。还要赶上小牛到屋前屋后跑上几圈，踩
上牛的“八卦”，说是驱邪避毒，图个吉利（这
些祈求平安的传统习俗现在淡化了，我也没
有好好的传承）。教育我不忘先祖，传承祖
德。记住“根从何起，芴从何来”（地方话），年
长月久，我记下了祖宗、外戚的姓名、称呼，每
年都照着单子去写，遵照娘的嘱咐“前传后

教”，不忘根本，立家兴隆。
大年三十吃过年饭，娘更讲究礼性。见

人打招呼，不是一般的“新年好”“年过得热
闹”，而是看人打招呼。她教诲我，见了年轻
人就说：“恭喜你过了热闹年！”碰上喜欢打牌
的就这样逢迎：“您郎过了年，财喜好哇！”遇
见上年纪的老人，语气显得庄重：“您老过了
福年，健旺健旺！”此时节，老娘叫人是有分寸
的。受老娘的熏陶，至今我还在沿袭这样的
称谓。

那大年初一的早上，只见老娘用筛子端
着炒米糕、熬的白糖、雪枣、麻圆坨、蓝花根等
食品，摆在门前，然后端回家分给我们吃，说
是吃了“利纳”（方言），图个平安吉祥！

那时的农村或部门单位流行着打珠算。
寒假里，老娘就送我到邻近的一位大哥那里
学珠算。虽然我学得慢，还是顺从娘的旨意，
不畏寒风雨雪，上门求学。她虽不会珠算，但
深知学好珠算的重要。她是想让我多学点东
西，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人。她的见识和结
下的人缘，为我的学识和人生打下了基础，便
是如今我才理解老母的良苦用心。

那样的年代，我觉得人们的交往是那样
纯真，老娘待人是那样纯朴。她常说，为人
要忠厚本分，积德行善，不要跟别人相骂打
架，让人非可弱，转一世“人节”（方言）都为
难。老娘一生就是慈悲为怀，多行善事。那
出远门经过我们墩台的外地人，还有一些盲
人算命先生，总是找上门来我家借宿，我娘
满口答应，从不拒绝。只要有外地人“借歇”
（方言住宿），娘就给他安排食宿，从不说起要
钱。有的住上一宿就走了，连姓名也没留
下。有的盲人连住几个晚上，老娘端茶捧
水，提供饭菜，服侍周到。盲人先生要出门
了，娘就打发我，牵着他的拐棍，至少要送出
一截有缺口的坎坷路，让他踏上了坦途，我
才返回。

在我大哥居住的墩旁，有一条小巷，从
“万家塘子”方向来往的人们必须经过此地。
我们家在小巷里搭了一个凉棚，放一张小桌
子，摆上烧开的凉水，还有两个小凳，娘就在
那里招呼过路的人歇着喝茶。我有时也跟娘
帮忙看守茶摊。

娘那样善待他人，怜悯他人，见弱相助，

多做好事，遇事总为别人着想的美德，在我的
心灵打下不可磨灭的烙印。

娘从不惹事，也不怕事。遇事将情将理，
不惧强势，不屈压力，坚持自己的主见。老娘
就是一个平常的妇道人家，却有着非凡的风
度。她独挡一面，据理力说，胸有豪气的形象
留在我的记忆里，给我以做人的底气。（我缺
乏母亲的胆略和气魄，惭愧！）

老娘一生生育六个子女，两个幼年夭
折。大哥当兵几年，娘格外挂欠，老是哭着流
泪。二哥又当了六年兵，娘更是经常痛哭流
涕。好不容易等到二哥转业回家，后来参加
了工作，结婚成家。就在二哥34岁那年，不幸
得了“心肌梗塞”去世。一向身体强壮、身材
标致的二哥，就在一个晚上安安静静地“睡”
走了。老母万分悲痛，“老来丧子”给了她非
常沉重的打击，老母亲撕心裂肺，眼泪都哭干
了，遭受着长期的身心折磨。

娘年纪大了，体弱多病，哮喘厉害，吐痰
不止。虽然说她年轻时受过生活的磨难，为
抚养几个儿女受尽风寒，加之痛失几个孩子
的创伤，落得了终生的顽疾“痰火病”，但是我
们弟兄姐姐为娘求医治病，没有尽到我们的
孝心，我更是没有做好，常常在责怪自己，是
自己年轻，还是糊涂，或者说是自己不谙世
事？可以说自己没有尽到赡养老人的责任
吧。我常留着一份说不清的遗憾，只有暗暗
地忏悔。

后来的日子，娘不能下地干活了，只能在
家照顾孙儿。老父亲就采购一些小杂货，让
娘照管着小卖铺，卖点小东西营生。老娘深
知我的家境困难，从不要我负担，到老还是靠
自己养活，没有沾儿女的光。

老娘在生时，最害怕的就是“火葬”。人
们一提此事，她就非常敏感。常常念叨“怕火
烧”！她就是带着一种恐惧和忧伤，早早地抢
着那块土，了却了自己的心愿——土葬（那时
是这样的）。

老娘走远了，但她的形象仍然在我心中
浮现，音容宛在，懿德长存。我所知晓的、理
解的、撷起的也只是她人生长河中的几朵

“浪花”。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她的人品、智
慧、教诲将激励着子孙后代，历久弥新，发扬
光大！

三年级的我，似乎比同龄人早熟很多。
父母用行动告诉我，辛苦努力付出，才会有收
获。他们像一盏明灯，总在我迷路时，照亮我
前行，还为我遮风避雨。

天下职业很多，也许别人的爸爸、妈妈
雨不淋，太阳不晒，工作性质很清闲，也许
还有也许……虽然我的爸爸是一位帮别人
装门的人，但因为他的脾气好，勤劳能干，
我更尊敬和爱我的爸爸。虽然他天天都在
接电话、打电话、装门，疲而不倦的重复着

同样简单又复杂的事情，但也因为他的乐
此不疲，忙得只有吃饭的时候才可以休息，
让我觉得爸爸更伟大。虽然我爸爸的衣服
天天脏兮兮的，头发里也时常有很多小渣
片、灰尘之类的，头上背上全是汗，但他总
是微笑面对我们每个人。虽然我明白他一
定很累，但是更明白了：他用行动解释他曾
说过的“如果你不吃学习的苦，那就只能吃
生活的苦”。

因此爸爸再苦再累都心甘情愿付出，希

望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样才能不让他受
更多的苦，关键是为他的付出感到值得。

我的妈妈虽然主要是帮助我们做家务，
但是我也觉得她是一位英雄。她像很多其他
妈妈一样天天洗衣服、做饭，监督、帮助我和
哥哥学习，每天也累的像牛一样，忙得不可开
交。除了这些，她还要守铺子，协助爸爸，她
也是很辛苦的，但给我辅导作业的时候从来
没有脾气，很有耐心。可是今年，因为我们是
外地人，哥哥在老家读初三，中考特别紧张，

妈妈不得不回老家照顾哥哥。没有妈妈料理
我和爸爸的生活，我们的生活节奏比之前乱
了很多，这让我和爸爸更加想念有妈妈在的
好日子。这段时间，爸爸既当爹又当妈，负责
我的生活起居，接送我上下学，还得负责赚钱
养家——更辛苦！

这就是我满眼中充满爱意的衣食父母，
平凡而伟大！用他们的背、他们的肩开启了
我们家的幸福之门，感谢我的平凡的父母，让
日子过得闪亮！

平凡父母让日子闪亮
□ 李欣怡

团 圆
□ 邹五星

我的“小脚娘”
□ 曾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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