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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犹如一部正在进行着的电影，只是剧情
都是发展的。既有转折，亦有圆满，但精彩依旧
照耀着现实。提笔之间，感慨万千，点点滴滴，历
历在目。每当忆起有你的陪伴，总是带着一份
甜，像蜜一般的浓稠，沁人心扉。

想起你的呱呱落地时，我尚未做好当一名优
秀父亲的准备。看着壮实的你，甚是可爱。每次
下班后，希望第一眼看到的便是你。拥你入怀
时，总是会对你朗诵起《沁园春·雪》，全然不顾小
小的你的感受，我努力的享受着这一幸福。后来
你居然可以跟着我一起诵读，真把我和你母亲高
兴的不得了。

到了上幼儿园的时候，你多少有些不适应，
总是希望放学时我们早些去接你。因条件的限
制，你过早的接触常规的教学，你也是有模有样，
虽不识字，可记忆力非常好。你用你的方式总算
是读完了幼儿园。我们虽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也
没宠着你，对你非常严厉，但这时的你胆儿小却
非常的乖巧，也没有其他孩子的攀比心理，生活

上我们怎么弄，你都是乐意接受，即便是偶有不
如意，我们说一说，你也不再执拗。

你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孩子！我和你母亲觉
得我们这个三口之家非常的幸福。孩子，这都是
源于你的努力和拥有一个健康的人生态度所决
定的。

初中网课期间我在家陪你，有些闷得慌，也
闲了很长时间，想出去透透气。于是我就用了一
点小心事，便和同事一道去钓鱼。去之前我对你
说过这样一句话：“墨，你要在家好好学习，要不
然我在外钓鱼心里都不会踏实。”你说，您在不在
家我都是这样学习，你就放心钓鱼吧，争取满载
而归。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我的外出丝毫没有影
响到你，你总是该怎么学就怎么学，着实让我们
放心。

你也曾有过激烈的一面，那也是至今为止唯
一的一次。记得暑假在家学习时你母亲批评你，
你情绪有些激动，我们都未曾见过你会有如此般
的行为。事后我和你促膝长谈，你也认识到自己

问题，晚上你就主动向你母亲真诚的道歉，当时
你母亲眼角都溢出了泪水。的确，为了你的健康
成长，你母亲是付出了她的全部。唯一做的不够
的反倒是我。由于工作的原因，我回家时间总是
不能和你同步，在你学习上的陪伴缺位，未能在
需要的时候给予你一定的帮助和鼓励，以致你母
亲现在都有些埋怨我。

但现在的你，阳光，自信，从不让我们担心。
自从上高中后，学习的压力越来越大，心智也成
熟了些。有自己的大目标和小心事，更是非常孝
顺。每次去看你多数都是我早早睡下，你替我关
灯，而你依然在学习，总是担心问我休息的好不
好。而你不在身边，我们心里真是牵挂得很。以
至于很是期待每两周去看你的机会。为此我还
写了一篇《如期，不爽约》的散文。也记录着与你
相聚时光的美好。吃饭，散步，聊天，我总是非常
乐意的听着你讲起自己学习上的偶得和班级里
的趣事。轻松愉悦之感那是自然不用细说，这是
父子之间的惬意，漫谈之中亦有我们父子的诗和

远方。我每次回来向你母亲说起时，她那羡慕的
眼神甚是令我得意。

孩子，未来的学习之路还很长。今天学习
中的你，进步是妥妥的在线，令我们惊喜不已。
以前我曾给过你一些压力，对你的学习和未来
是有高于他人的期许。然而期间的学习状态并
不是很好，有过起起落落。现在看来，你也慢慢
调整过来了，一次比一次好，高兴那是自然不必
说了。接下来的学习更是非常关键，我想查漏
补缺自是少不了，重要的是提高学习的效率。
既要有决心更要有毅力，但健康的身体才是人
生拼搏的真正资本，所以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
加强锻炼。

高考是人生的转折点，想想寒暑数十载，高
低见分晓，自是残酷。但它并不是未来的全部，
虽有特殊的意义，我们也要保持一颗平常心，理
性，智慧，阳光。在高考这件事情上也要看得通
透，你才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锦绣未来。孩
子，你要知道，只有经历过浴火淬炼的人生才是

最有意义的。
上周六刚陪你过完十七岁的生日。今天是

你们高三年级成人礼。在这样一个难忘的日子
里，感谢学校能以这样一个特殊的方式见证你们
的成长。希望你能牢记师长的谆谆教诲，感念这
一祥云之地。努力拼搏，奋发进取，不负韶华，为
母校争光，为未来之锦绣人生添彩。

“挥手扬鞭，逐春风，便得杨柳绿千里；勇
攀高峰，览群山，闲看祥云绕九州。”我希望你
既有驰骋沙场的雄心和胆略，更有坐看风起
云涌的淡定和不惊。孩子，坚定信念，放手一
搏，博他个锦绣人生；橘子洲头，与伟人相约，
你定能真正领悟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
豪迈之气。

孩子，也请相信自己，幸福之花一定会亲睐
你。我和你母亲永远都是你最坚强的后盾；家永
远都是你最温暖的港湾。

孩子，我和你母亲祝你一切安好！你，才是
我们的诗和远方！

有你，才是诗和远方
——写给儿子的一封信

□ 李学锋

监利市，地处江汉平原腹地，自古以来属古
云梦泽一隅。此地钟灵毓秀，沃土丽水，气候湿
润，盛产鱼稻，是荆楚大地上有名的鱼米之乡。
三国时期，孙权在此“监收鱼盐之利”，故得名监
利。自古以来，勤劳、智慧的先民们，用大米、小
麦做成各种美食。如监利团子、米糕、糍粑、酒
糟、汤圆、麻糖等。在众多的美食中，尤其以包
子、馒头而著名。据有关史料记载，监利人民钟
爱面食，与包子、馒头的情结与“包祖”诸葛亮脱
不了干系。

宋高承《事物纪原》中记载：当年诸葛亮率
军进攻南蛮，七擒七放南蛮王孟获，终于使他真
心臣服。后来，诸葛亮班师回朝，到泸水边时，
忽然阴云密布、狂风骤起，将士无法过河。于是
孟获献言，要以七七四十九个人头来祭祀河神，
自然可以平安过河。但诸葛亮觉得这太残忍
了！战场上死人不可避免，但战后绝对不能滥
杀无辜。于是心生一计，想出了用面粉做人头，
来度过此劫。因为是按南蛮人的样子做的，起
初称之为“蛮头”，后来人们觉得这个名字太恐
怖，便改称为“馒头”。最初的馒头是有陷的，但
普及到民间后，人们觉得放陷工序复杂且成本要
高，便省掉了陷。而现今有陷的包子却不叫馒
头，叫包子。

监利的先民们因为诸葛亮的仁慈之举而感
动，他们认为，包子的陷既可是青菜萝卜，也可是
山珍海味，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包子的胸怀如诸
葛亮的胸怀一样广阔，可容难容之事。另外，包
子有一颗温暖之心，它启迪人们：无论面对什么
境遇，都要自己活得热气腾腾。

民以食为天。一种美食总是与人们的生活、
民间习俗有着密切的关系，馒头作为一种食物，
早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北方人
常说：“我是吃馍馍长大的。”在我国北方，气候寒
冷，不宜种植水稻。大片大片的土地盛产耐寒的
小麦，面食自然成了北方人的主食。

我国南方地区，虽然不主产小麦，但面食也

不可小觑。面食的价值更体现在民间习俗中。
一种美食是一个时代的印记。旧时，男女青

年结婚之前，先要相互走动。男方每年五月端
阳、八月中秋、年底腊月，甚至元旦、国庆，都要向
女方家送节礼。送节礼的物品除了鱼、肉、糖食、
果品，也少不了包子、粽子。结婚后的一、两年还
要继续送节礼，直到孩子渐渐长大，这一礼节才
淡一些。

民间的敬神、祭祖活动中，也少不了把包子
馒头作为祭品和供品。祠堂、寺庙里做会，必须
用包子、馒头做祭品。

在传统的春节中，人们将面食做成各种花
样。除夕大团圆吃米饭，大年初一吃团子、汤
圆、面条、饺子、包子。以示过春节美食丰富，年
味浓郁。

还有神话传说中，天上的灶王奶奶（玉皇大
帝与王母娘娘的小公主）同情凡间百姓的疾苦，
每年腊月廿八，都要携带（包括馒头在内的）很多
吃食到凡间救济穷苦百姓。穷苦百姓为了感恩
灶王奶奶，每年春节，都要吃蒸馒头来纪念灶王
奶奶。

赛龙舟是中国端午节的习俗之一，也是端午
节最重要的节日民俗活动之一，在中国南方水乡
地区普遍存在。在北方靠近河湖的地区也有赛
龙舟的习俗。

在湖广地区，赛龙舟盛行于20世纪70年
代。1976 年，香港举行盛大的龙舟邀请赛。
1980年，龙舟赛成为国家竞技体育项目。

为了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1991年农
历五月初五，在湖南省岳阳市举行首届国际龙舟
节，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在龙舟竞渡之
前，举行“龙头祭”活动，“龙头”被抬入屈子祠，龙
舟水手给龙头“上红”（批红带），主祭人读祭文，
并为龙头“开光”（点睛）。接着，参与祭龙的全体
人员三鞠躬，龙舟即被抬入汨罗江，奔向赛场。
在祭祀活动中，人们就用包子、粽子作为祭品，表
示对爱国诗人的崇敬与缅怀。

记忆中，1982年农历五月初五，毛市区人民
政府在四湖总干渠南豆村、杨湾村段设标进行龙
舟赛；1988年农历五月初五，毛市镇人民政府在
集镇北内荆河设标进行龙舟赛。此外，每年农历
五月初五、十五、二十五也有各村组、墩台，各姓
氏自行组织的龙舟赛。政府组织公安机关进行
现场秩序、安全维护。每次龙舟赛，人们在观看
龙舟竞渡的同时，都用包子、馒头、粽子设标，以
慰劳划龙舟的亲人或朋友。

监利人好喝早酒、吃夜宵，这两种场合一般
很少吃米饭。酒至半酣，来一碗面条，来几笼小
笼包，来几个馒头、包子就足够了。因此面食也
成为集市餐馆里的主流。

现如今，做包子、馒头不仅仅是一种美食的
传承，更是一种饮食文化的传承。因为深邃而厚
重的历史渊源，以毛市为代表的监利人民一直钟
情于包子、馒头，一直沿袭着先民经营面点的行
业技艺。创造了在不主产小麦、不主食面点的地
区，让监利“毛市佬”面点品牌走天下的神话。

因为厚重的历史渊源，让监利人民一直喜欢
包子，一直沿袭着先民做包子、馒头的行业技艺，
从而，创造了在不盛产小麦的地区，却让监利“毛
市佬”包子走天下的神话。

自古以来，北方人的性格粗犷，南方人的秉
性执着，办事细腻。鱼米之乡，芙蓉古邑；红色热
土，大爱新城。监利人民，更是古道热肠。上世
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农村经济处于落后
状态，劳务经济处于无序状态。闲不住的监利毛
市人不甘贫穷落后，率先走出家门，背井离乡。
外出从事纺织、装潢、缝纫、建筑等各行各业。后
来，发现这些行业投资相对要大，于是逐步转型
做馒头。从最初的“一块案板，两根擀面杖，三口
之家”的包子家庭作坊起步，到目前遍布全国的
面点连锁品牌已有50多个；以毛市面点师为代
表的监利面点从业人员15万余人，影响和带动
全国近50万人从事面点行业，包子馒头等面点
年营业额达300多亿元；监利面点师开设的门店

达5万多家，品牌连锁店有2万多家，遍布全国
各地，年纯收入高达80多亿元。面点产业红红
火火。特别是近些年来，通过政府引导，劳务输
出逐步成功转型，从业人员由过去的“夫妻店”逐
步向“品牌连锁店”转化，由过去的“散兵游勇”逐
步转变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集团军”，形成了独
具特色的“毛市佬”面点产业文化体系。

近四十几年来，监利市委、市政府把农村劳务
输出作为农民增收的一项重要途径。监利市委、
市政府不断对面点产业加大扶持引导力度，每年
安排一定数量的专项资金开展业务培训、奖励新
技术新产品研发、加强面点企业孵化器建设等。
通过面点技能培训、技术奖励、孵化器建设，监利

“毛市佬”面点产业队伍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技艺
人才加盟。为弘扬监利面点文化，擦亮“毛市佬”
这一金字招牌，监利面点师协会组建了“毛市佬”
综合服务平台，为行业提供发展动态、品牌运营、
合作招商、赛会活动、技术培训、食品安全、面点宣
传等各方面的服务，构建面点行业独特的O2O模
式，促进了面点技艺和收入不断提高，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监利市的区位优势明显，有助于面点产业的
发展。湖北省省会武汉市是我国的中南重镇，自
古有“九省通衢”之称，是我国内地最大的水陆空
交通要塞，其高铁网辐射大半个中国。武昌站、
汉口站、武汉站，被称为武汉三大火车站。其中，
武昌站能够转大陆所有的省会城市。在武汉的
大大小小的街巷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经
商，其中，从事面点行业的店铺也不少。在武
汉就学的学生、上班的职员、打工族、游客等，
都能尝到各地不同的美食风味。人们对监利

“毛市佬”面食更是情有独钟。有一家在汉正
街经营多年服装生意的潜江人，深有感触的
说：“在我所在的汉正街，大部分面食、包点店
铺，都是监利人在经营。当地有一俗语：汉正
街的包子做的好，首屈一指‘毛市佬’。是呀，我
家每天的早点都是‘毛市佬’包子。‘毛市佬’包子

色、香、味、形都好。特别是味道好，吃上一口，令
人口齿生津，叫人回味无穷！”潜江老板说的都是
实话。的确，以监利“毛市佬”品牌旗下的“武汉
楚媳妇”为龙头的连锁店，遍布武汉的大街小
巷。明显的区位优势，带来了长年兴隆的生意。
再由于当今湖北境内交通发达，路网纵横，如果
以监利城区为起点，乘坐高速客车，一个时辰内
可以快速直达，因为人们出行方便，也会带来面
点产业的兴旺发达。此外，监利本土的交通也十
分发达，随岳高速穿境而过，荆岳长江大桥连接
湘鄂，监江高速起始于监利市域。便捷的交通条
件，促进了“毛市佬”面点美食文化的外部输出和
内部交流。天时地利人和，促进了监利面点产业
的蓬勃发展。

“毛市佬”作为监利面点美食的金字招牌，
早已扬名天下。随着监利儿女创业闯天下，“毛
市佬”布满全国大都市的大街小巷，行走于广大
农村的小镇集市。走过流年的山高水长，随处
都可见“毛市佬”的身影，随处都可品尝“毛市
佬”的味道。

“毛市佬”是监利人民的骄傲。勤劳善良、智
慧质朴的监利人民，在建设新家园征程中寻找出
一条奇迹之路——面点发家致富。中国粮油学
会通过市场调查，于2009年授予毛市镇“中国面
点师之乡”称号，五年后，通过复审毛市镇重新被
评为“中国面点师之乡”，同时于2015年被中国
粮油学会评为“优秀会员单位”，全国获此殊荣的
乡镇仅有两个。

湖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目前，监利市委、
市政府正在抢抓“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黄金机
遇期，加快转变面点产业的发展方式，进一步提
升监利“毛市佬”面点品牌的知名度。为面点师
不断提供展示技能、相互交流的平台，用新型、味
美、安全的面食和科学的经营管理方式，着力打
造“毛市佬”面点品牌，努力使“毛市佬”享誉全
国、走向世界，将为监利市地域产业发展，拓展一
片靓丽的晴空。

监利人的面点情结
□ 李珍文

【题记】
舅爷家里的杂物间，至今放着一把铁锹。我

每次去，总要给孙辈讲它背后的辛酸与故事，让
他们知道幸福生活不是从天而降，而是通过双手
奋斗而来的。

铁锹，舅爷，泥土。这三者构成了乡间最直接
的逻辑关系。执着与理想，就是铁锹的禀性。铁锹
的品质，正是千千万万的年轻人需要学习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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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农民们肩挑日月、手转乾坤，创造
了巨大的奇迹。这些奇迹的产生，除了现代农机
的普遍使用，还离不开一把把农具。

说起来，我对舅爷使用过的那把铁锹，印
象深刻。它厚重牢实、锹口白亮，拿锤子敲一

下，其清脆，余音绕梁。或许是用好钢锻造
的，拿起来不仅沉甸甸的，舅爷在开沟挖渠、
铲粪施肥、堰塘打泥、平整田地的时候，还很
顺手。它伴随着舅爷过了几十年，至今依然
没有大的磨损。他常说：“好工具一半工。”这
话是不错的，好工具当然越用越称心。

在我的记忆里，有一幅画面：舅爷佝偻着腰，
满是老茧的手拿着这把铁锹，在田间翻挖着湿润
的泥土，吭哧吭哧地喘着气，时不时还甩起袖口
揩额头的汗珠……当然，每个月初，他会拿磨刀
石反复打磨后铁锹，磨好后，泛着幽幽的冷光。
有一次，我在夜里昏黄的油灯下，看舅爷把玩着
溜光水滑的铁锹，突然发现他头上已生了很多白
发，不禁感叹“岁月催人老”。

铁锹是布满褐色釉的木头柄，只因擦过树脂
漆的缘故，虽然很旧，柄上却无小洞，摸上去滑溜

溜的。杆头还被厚厚的布包住，据舅爷说是为了
挖土的时候抵在胳肢窝下不疼。

舅爷话不多，有一天喝了酒心里很高兴，于
是悠悠地给我说起有关这把铁锹的故事。我现
在还记得这么几句：“1963年我进生产队分到
它，拿起来一掂板板实实。一年夏天去铲石头，
用力过猛，竟把铁锹柄弄断了，后来还是砍了一
根枣木才做了柄。不久，在路上遇到一条毒蛇，
怕它咬我，直接拿铁锹拍死了，蛇血溅到我的唇
上，舔了一下，有点咸……”此后，他还讲述了很
多，使我慢慢知道这把铁锹的平凡“历史”：筑过
河堤，修过大路，挖过人工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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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爷的地里，种了很多红薯。每到秋天，我

便跑去他家里，拉着他去田里，说要挖红薯。只
见他笑着，并用力握住铁锹，小心地铲动，在黑肥
的泥土里翻出一串红薯。我看见圆鼓鼓的红薯，
开始欢呼不停。舅爷的汗水从额前滴落至锹柄，
再滑落进土地……半个多小时，他挖了半麻袋，
叫我提回去蒸了吃。

铁锹应该是舅爷一生中须臾不可离的农
具。在他眼中，铁锹是“大哥大”，而犁、斧、锄、镰
等等，只能排在锹之后。这大概是因为铁锹的多
用途功能，翻地、整墒、捅沟、挖井、掘塘、起坟
圹。凡与土打交道的所有事务，有了锹的参与，
诸事才顺遂、快捷。

有一次，我去舅爷家帮忙，拿着他的铁锹一
口气翻挖了半分菜地。我的汗水直流，流到了锹
柄、锹片上，有的滴落到新翻的土上。人可能会
辜负土地，可土地从不辜负人。铁锹以其锋刃，

根据人的动作，在泥土里挖、切、掘和掏，所向披
靡，无往不利。

舅爷的这把铁锹出自六十年代的大队铁
匠铺。铁匠铺是村里所有农具的诞生地。铁
锹们，与其它的“铁哥铁弟们”，从铁匠铺出
去，成为了家家户户最响亮、最炽热、最阳刚
的工具。

铁锹的“一辈子”是光明磊落的，可以被
融化，却不可被消灭。它干事利落，不会拖泥带
水，我非常欣赏铁锹的这种品格。做人何尝不应
该如此呢？要像铁锹一样，勤于实践，在“大地”
中磨练自己，才可以发光发亮。否则，就会被潮
湿的空气“侵蚀”，那时候“一脸”的锈迹斑斑，才
没人愿意“用”呢。

舅爷的时代早就结束了，但铁锹的“历史使
命”还远远没有结束。

舅爷的铁锹
□ 季 湘

浅夏时节，万物勃发，一片葱茏。校园里早
已沸腾，跳跃着孩子们活泼的倩影，灵动的舞姿
随着美妙的音乐袭人耳目，那是孩子们在表演，
欢度美好的节日！

一年一度，感受新颖。
小小书包在跳跃，红色、黄色、蓝色……
鲜艳的色彩在眼前闪烁，一幕幕映照着孩童

成长的春秋。
小天雪还是那么小，她是一群小天使中的

一员，经常是爷爷奶奶领着去幼儿的“天地”。
走着走着，她哭起了鼻子，是不想进园，是想念
爸妈，是身体不舒服？一连串的问号在爷爷的
脑子中闪过。她总是不吱声，只是闷着脸在流
眼泪。走着走着，她走进了那个“快乐的校
园”。有过天晴日朗的清晨，小鸟洒下银铃的叫
声，小天雪也随着神色喜悦。有过风雨交加的
清晨，雨伞顶弯了腰，小天雪也不示弱，爷孙顶
风冒雨前行。就在那个“小园”，园丁在辛勤地

劳动，小天雪在愉快地学习，有过咳嗽的烦恼，
有过弄脏衣裤的担心，有过喜形于色的喜悦，但
一切都坚强地挺过来了。

园丁在辛勤地培育花朵。小天雪课堂学习
的用心可用十分认真来形容。那独有的个性，那
不一般的记性，那快速的背诵能力，那端正工整
的字迹，那大多数100的分数，作业本上经常出
现的“优”，孩子聪明勤奋、向学向上。

还记得那一张红底的出入照片么？那方正
隽秀的大脸，那闪烁聪慧的大眼，那一幅活泼的
模样，有着“正人君子”的风度。还有那展板上天
真的照片，那是幼儿园开展手工活动的记录，显
得那样活泼而烂漫。

中班、大班、学前班，时间倏地而过。那课堂
上两眼注视的专注，整洁的书面作业，饭前随同
伙伴古诗诵读，饭后老师引领游园活动，课间多
姿多彩的律动舞、手语操、滑梯上的欢乐、秋千荡
漾的笑脸。一一刻下孩提生活的足迹。

要上小学了，小天雪以“两个一百分”的成绩
到柘木小学报名了。

忽然间，书包胀起来，学习的担子重了，紫色
的书包带着一定的份量，总在肩上跳跃。

翘着的“小马尾”一闪一闪，总在眼前
飞扬。

瞬间的工夫，小天雪已是二年级下学期。她
默默无闻、专心致志，各门功课总是保持着98分
以上，学习仍然那么亮色。语文、数学基础扎实，
作文有个性，常常是满分。写字有规矩，工整清
爽。数学认真仔细，力求无失误。常胜在“柘小
之星”的行列（年级的前一、二名左右）。那红底
的照片在光荣榜上闪亮，那一溜儿的大红奖状写
满她成长的足迹……

小天雪即将进入三年级了，家长早在一旁吹
风，她暗暗攒足了劲！

曾记否，一个暑期的探视。
沉甸甸的大书包换成了黑色的背包，“五门”

变成了“七门”（功课），又是一个新的领域，一个
竞争激烈的场所。

从乡村往返县城，求学之路充满艰辛与
拼搏。

晃眼，大孙儿天奇已进入初中了，他们在用
另一种方式过着自己的“六一”。初中的生活似乎
人情味更浓。

一次次的家长会，一次次的运动会，一次次
的集体生日庆祝，一次次的校内校外劳动，一次次
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一次次课上精彩的分享，一次
次公开课时的互动，一篇篇发自内心的对美好生
活的感受，一遍又一遍家人的反复叮嘱，孩子在这
些活动中经受着人生的磨砺，也表现出好学上进
的风采。

学习总有那么“三个维度”（英才、精英、明
星）需要赶超，总有自己所处的位置（班次、校
次）需要警醒。每一次检测都是“攻坚克难”的
进军号。他经过几次的跨越，进入了“明星”的

行列。突破了数学的难关，跨上了数学“120”
的台阶，受到了老师的夸奖！那亮闪闪的奖牌
就是一种无声的证明。“保数学、跨英语、争语
文”，新的目标又在眼前，应该开始提升英语
吧！奋斗的青春最美丽。孩子在努力发展自己
的空间，家人期待着，因为他一步一步向上攀
登，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大爱如玉，点沙成金。我庆幸我们的选
择，高素质的学校一定会培养出优秀的人
才。智慧、勤奋、刻苦的孩子一定会摘取知识
的桂冠。

孙儿们，你们是祖国大花园中盛开着的绚
烂之花。新时代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竞争。
你们是幸福的，是大有希望的。向学向上是光
荣的。校园里那充满激情而欢快的音乐舞蹈已
汇成了幸福的海洋。我满心期待，你们好好珍
惜，努力奋斗。朝着理想的目标，一步一个脚印
地前行！

欢庆六一话成长
□ 曾繁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