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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监利新闻》文学副刊，以纯文学作品交流
展示为主，现面向监利籍写作爱好者征稿：

一、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作品必须原创，不得抄袭、剽窃；
三、文学作品体裁以小说、散文（随笔）、评

论（读书笔记、影评）为主，题材不限，5000字以
内，书法、摄影作品不得超过 3幅；

四、凡向本平台投稿，均视为作者同意授权
推出；

五、来稿请附作者简介，不得重复投稿。
投稿邮箱：556436@qq.com

岁月如歌谱华章
艺海扬帆续新篇

□ 罗彩霞

在市老年大学这片焕发着蓬勃生机与希望的
热土上，我们怀揣着音乐梦想，相聚于声乐一班与
二班这两个温暖的音乐大家庭。在刘英老师的悉
心教导下，大家以满腔的激情与热爱，奏响人生最
美妙的乐章，共同书写着如家庭般温馨动人的夕阳
故事。

师者匠心 润物无声
刘英老师凭借深厚的专业功底，为学员们开启

了一场精彩纷呈的音乐之旅。她创新设计的“阶梯
式”教学法独具匠心，让学员们在歌唱实践中领悟乐
理知识，在乐理学习中提高演唱技巧，在舞台表演中
绽放艺术光彩。她总能将晦涩难懂的声乐专业知识
化繁为简，每一堂课都如同精心雕琢的艺术盛宴，令
同学们翘首以盼。

更令人感动的是，刘英老师心怀大爱，自掏腰
包为学员添置演出服装与道具，还不辞辛劳地多方
奔走，搭建各类学习交流平台，组织和参与了校内
外多次文艺汇演。在她眼中，每一位学员都是可
塑的艺术之才，她用无微不至的关心呵护着大家的
艺术成长之路。在她的耐心指导下，学员们不仅收
获了扎实的音乐技艺，更感受到了浓浓的师生情谊
与温暖。这份师者仁心，正是老年教育事业最生动
的注脚。

班委凝心 聚力同行
以胡班长、唐班长为首的班委会，始终秉持认

真负责、无私奉献的精神。全力协助刘英老师做好
班级管理工作，精心策划各类班级活动，用心组织
节目编排，确保每一位学员都能参与其中，尽情展
现自我。

无论是校内的文艺汇演，还是校外的艺术交流
活动，大家在紧张的节目排练和琐碎的后勤保障中，
总能看到班委们忙碌奔波的身影。尤为可贵的是，
班委们以身作则，认真做好活动的筹备工作，主动帮
助学员借调演出服装，用真诚与热情温暖着班级的
每一个人。在班委们的示范引领下，学员们纷纷响
应，互帮互助蔚然成风，班级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不断
增强，让大家深切感受到班集体的温暖与力量。

硕果盈枝 艺耀四方
在刘英老师的悉心指导与学员们的不懈努力

下，辛勤耕耘的艺术之花结出了累累硕果：在湘鄂边
京剧票友联欢会上，大家凭借出色的表现荣获优秀
组织奖；今年5月，42名学员在刘英老师的带领下，
进京参加由中国中老年艺术协会和中国国际老年化
艺术交流协会举办的“颂百年辉煌，唱时代赞
歌”——2025年北京文化艺术交流汇演，表演唱《监
利是一个美好的地方》，凭借原创性、国家级非遗秧
田号子的地域文化特色与精彩演绎，在全国35个参
演节目中脱颖而出，以第二名的好成绩喜获银奖，并
授予刘英老师节目创作编导奖，赢得了广泛赞誉，该
节目还被省电视台综合频道选为 2025年 6月——
2026年湖北省银龄春节联欢晚会的海选节目；学员
严义华组织并参与的“开心一族”合唱团，以自编自
导的合唱节目《最美的歌唱给妈妈》，在国家大剧院
台湖剧场参加中国国际教育电视台“闪耀中国”栏目

“走进新时代 共创中国梦”2025天籁之音合唱节节
目录制中荣获金奖。

这些闪耀的荣誉背后，凝聚着刘英老师创作词
曲时的专注与执着，饱含着学员们克服困难坚持排
练的坚韧与毅力，更是整个班集体团结拼搏、砥砺前
行的有力见证。如今，学员们的歌声已从校园飞向
更广阔的舞台，成为宣传监利的一张亮丽文化名片，
向外界展示着监利独特的文化魅力。

在这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大家庭里，学员们用歌
声重新定义了老年生活的精彩与意义。刘英老师与
学员们携手绘就的这幅“教学相长、德艺双馨”的动
人画卷，不仅展现了老年教育事业的丰硕成果，更深
刻诠释了终身学习的时代内涵。

展望未来，这支充满活力与创造力的艺术团队
必将继续乘风破浪，谱写更多精彩华章，让艺术之
树四季常青，让生命之花绚丽绽放，让师生之情地
久天长！

为此，赋诗一首：

赞声乐一班二班师生风采
刘师善教韵悠长，
俊秀于班绽华光。
两班参演皆轩昂，
湘鄂联欢获嘉赏。

入京展演绽荣光，
齐心逐梦夺国奖。
更待春晚展风采，
金曲妙作永流芳。

两班活动频来往，
互帮互助情意长。
微信声声传暖意，
校园内外美名扬。

春风在唱歌，我的扁担也在唱歌。
我退休后，经常侍弄菜园，也经常去农家

茅厕挑大粪。我常伴清风，挑着满满的一担
大粪走向菜地。风儿轻拂，扁担吱吱地演奏
着一支轻快的交响乐。白色的、黑色的蝴蝶
在我眼前伴舞。那扁担的音乐只有我才能欣
赏到它的美妙。

这可是一条“结木”（俗语，木质坚韧）扁
担啊！莫约有大几十年了。它呈浅黄色，留
有岁月斑驳，中间挨肩部分已是“滑溜溜”，只
是两头有点蚀耗。扁担虽小，伴我多年，是我
的好伙伴！我从年轻挑到年老，还在继续，小
小扁担挑在肩，挑出了力量，挑出了健康，挑
出了一篇美文。

小小扁担不寻常，它有很多的故事。有
不识字的人经常说，“扁担倒下来一‘氽’（tun
俗语，一种响声），不认识一个一字。”过去夜
深有客人借宿，老板不愿开门，这人在外面
嚷，“索性一根扁担睡三个人算了。”一番趣话
逗得老板开了门。说到做事的决心，那老愚
公挖山不止，子子孙孙无穷尽也，不就是靠扁
担挑山么？在大集体年代，人们的铁肩担山
河、扁担显威力，挖河做堤，移山倒海，人山人
海的场面，不是用扁担挑出了大好河山吗？
墩台上这样相传，在老一辈人当中，吃苦耐
劳，肩挑不止。有位老人下雨天穿着木屐，用
扁担挑着满满的一担豌豆，不紧不慢地走过
三四里路送到邻村。那一份坚韧与执着的力
量令人叹服！

曾记否，在自然灾害年代，父辈们隔河渡
水、爬山越岭，远到湖南的陶令去挑“肥丝”

（红薯丝儿），用“肥丝”和米煮饭吃，度过饥
荒。还不是靠扁担挑么？老一辈说，那时的

扁担浸润着人们心酸的泪水。他们用过的扁
担已经不复存在，但“扁担精神”依然留存。

后来，在大集体年代，我还年轻，家有一
条“通俗”的扁担，我挑着它辛勤地劳作。外
出挖河做堤，上不了“班子”就捡路土。在家
就挑牛草，挑水草，挑柴禾等等，那个时候，劳
动场面气吞山河，人们干劲十足，就是铁锹
挖、扁担挑。那扁担描绘出“换了人间”的壮
美画卷！

“单干”时代，我已到而立之年，这条扁
担我用的太多了。我用它和秧架子挑着满
满的一担秧，赤着脚，挺着地上坚硬的土块，
忍着刺脚的疼痛，下到齐膝深的烂泥田里，
插好扁担，把秧把子一个一个均匀地抛撒田
间，好让家人或者自己待后插秧。窄窄的田
埂只能让人行走，靠扁担挑秧。那时，收割
后的菜籽，就一个个地捆起来，码在田间地
头，等风吹日晒，菜籽梗晒蔫以后再挑到禾
场。那纯粹是靠扁担去挑（田间只有羊肠小
道）。一担菜籽多则12捆，少则10捆。肩膀
上压起深深的红印，左肩换右肩，右肩挪左
肩。汗湿的衣服与扁担粘在一起，肩膀感到
热辣辣的痛。从田间到禾场往返两三里路，
跑得“好玩”。好不容易把一担菜籽挑到禾
场，打开竹架子一个一个地放好，生怕弄撒
了菜籽。有一担菜籽，我正在一个个地拿，
哪知两条“土公蛇”盘在菜籽中间，吓得我怦
怦心跳。这是毒蛇，不是闹着玩的。好险好
险，没有“碰”着它。想起来毛骨悚然。就靠
这条扁担“揍”死毒蛇，还得继续挑。放晚学
了（当时我教“民办”），我还得去田间挑“稻
谷把子”。晚风清凉，人也新鲜。还是靠这
根扁担，从狭窄的田埂上颤巍巍地走着。不

料，前一段田埂上有个小缺口，我一步没有
跨过，一只脚“拄”在缺口中，我脑子一闪，心
想这只脚断了，肩上还有一担“稻谷把子”
呢？我试着站起来，还好，没什么大碍，只是
膝盖下起了一个小气坨。扁担仍然吱吱地
响，我趁着夜色，把那条干子上（俗语，田埂）
的“稻谷把子”挑完了，心里才舒缓一口气。
那时的早稻秧苗要泼施大粪去“接秧”（俗
语，施催苗肥），没有长筒靴，我赤着脚，卷起
裤腿，挑起满满的一担大粪，一步一步小心
翼翼地沿着田埂走下水田，顺着秧块的厢
沟，把大粪一瓢一瓢均匀地泼洒在秧苗上。
少不了这根扁担啊！它伴随我演奏着一曲
劳累并快活的歌！

还是这根扁担，我挑着它出了几趟远
门。那些年，时兴到外地去销售农产品，听说
到岳阳去卖黄豆价格高一些。我们几个伙伴
各自挑着两袋黄豆，搭乘机帆船去岳阳的南
岳坡。那里收购黄豆的价格比本地高几毛
钱，可是那些收购贩子不是一秤买完，而是称
上几十斤就跑人。事后才知道遭遇黑心商人

“玩秤”，两袋黄豆少卖了十多斤，吃了“暗亏”
（俗语：上当了）。我怏怏地夹着缠有两个蛇
皮袋的扁担往家赶。还是这条扁担，我用它
挑着满满的一担皮棉，和墩上的几个伙计肩
挑步担，赶往杨林山搭乘渡船过“对河”去陆
城卖棉花。一百多斤的担子挨在肩上。初冬
时节，我穿着棉袄早已汗湿，湿了又干，干了
又湿。只能敞开棉衣赶路。一路沿山爬岭，
遭遇风寒，患了感冒。等到赶回家已是天黑，
嗓子嘶哑着说不出声来。两只大口布袋挽在
扁担上，当时还不觉得累，只是心里酸酸的。
就靠一副肩膀、一根扁担上街下河，凭着一股

韧劲和决心趟过了条条险滩。
改革开放的大潮激荡乡村，我已转为公

办教师，举家搬迁到小镇。记得那时从乡村
到小镇还只有一条不像样的砖渣路，要到柘
木镇上还得坐船。全家搬迁时，一些家什我
还是用扁担挑着、抬着上船。我们来到了柘
木街居住，第二天就是大年三十。清晨，我和
老伴挑着箩筐买回了一担“蜂窝煤”。来回约
莫两里路程，扁担在肩上颤颤悠悠。周围的
人们忙着办年饭，虽然我们也忙，但心头热乎
乎的。扁担伴我走进了新生活。

而今，我们走向了新时代。扁担的磨砺
让我尝到了生活的苦涩与甘甜，也让我更加
自信。虽然我已退休了，但时而与扁担相
伴。尽管用得少了，每每挑在肩上，还是觉得
那么亲。

不分轻重的担子总是扁担挑着，它从不
屈服，默默无闻地显示着它的“担当”。尽管
有时它也会弯腰，但它从不叫屈。它是那样
的坚韧、充满耐力，体现着一种平凡，一种硬
扛的精神。

扁担以其轻便耐用、简单实用为人们所
选。农家人过去“离不开”，现在还是“时有
所用”。那平民家庭、那街头民工，不是一张
板车、一根扁担么？扁担挑天下，扁担伴

“我”行。对一般行业来说，还是丢不掉扁
担。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半教半耕的“民办
教师”时期，我的纯粹教学时期，我的老年生
活，没有离开过这条扁担。扁担永远唱着

“劳动的歌”！
扁担虽小，作用长远。它是人们劳作的

需要。无论机械怎么发达，庄稼人还是少不
了，总是丢不掉那根世代相传的扁担啊！

扁担的歌
□ 曾繁华

日子过得真快，转眼就到了腊月，年也越
来越近了。

腊八，张栋给张老汉打电话：“爸，今年春
节我要执勤，不能回家陪您过除夕了，我给您
寄了些年货，最近两天会送到的，您注意查收
啊！另外,微信我转给您五千元，您自己再去
添置些过年的衣物……”

张栋在特殊岗位工作，经常不能回家过
年。对于中年丧偶，独自把他抚养成人的老
爸，张栋是非常愧疚的。所以，每次听到张老
汉抱怨：“又不回来过年啊！叫花子都有三天
年过，你连叫花子都不如啊。别人家过年热
热闹闹，我一个孤寡老头子，进进出出都是一
个人，吃啥穿啥都没滋味。我把你养大，还不
如养条狗呢！”张栋总是笑笑，好言好语安抚。

但这一次，却听到张老汉打着哈哈说：
“不回来过年啊，没关系！我有人陪，有事做，
快活得很，不要你操心！”

有人陪？谁陪？有事做？做啥事？张栋
一头雾水，准备细问，张老汉却话还没说完就
挂了电话。张栋再打过去，张老汉却不接电
话了，只在微信里留言：“你尽管忙自己的
去。我不要你操心！我现在真的很快活！”

一个孤寡老头子，快活啥？老爸这口气，
好像在赌气，又好像在说反话，又好像藏着什
么秘密。对了，该不是收了个卖保健品的干
儿子，或者，谈了一场黄昏恋吧？独居老人最

容易被骗的，就是这两种了。张栋越想越后
怕，决定周末悄悄回趟家。

腊月的阳光透过稀疏的树枝，洒在清平
村的小道上。以前，隔老远就能望见张老汉
蹲在自家门口，眼神空洞地望着远方。今天，
张栋在自家门口没有发现老爸的身影。用备
用钥匙打开门，家里也不见老爸。奇怪呀，老
爸去哪里了？

张栋问隔壁大婶，大婶说：“你爸呀，我刚
才看见他在养老小院下象棋，你去找找吧。”

“养老小院在哪里？我爸进养老院了？”
张栋摸头不知脑。

“在村委会那里，是养老小院，不是养老
院。”大婶笑道：“今年下半年，咱们村来了个
大学生‘村官’阿强，他说咱们村独居老人有
二十多人，生活上虽能自理，但整天守着个空
巢，心灵上的孤寂难以言说。就自己多方筹
资，把村委会的几间空房布置成了书报室、棋
牌室、健身房、自助食堂，还把一块荒地开辟
出来，让这些老人养花种菜……”

“哎哟，这可是大好事，我得去看看！”
张栋来到村委会，果然看见老爸正与同

村的刘伯在下象棋，身边有四个老人在围
观。他俩你将来，我将去，下得热火朝天。两
个人都红光满面，精神矍铄。刘伯的独子在
省城工作，老伴去帮忙带小孩了，刘伯平时也
是独居。

“爸，我回来了。”张栋说。
“啊！你咋不打招呼就回来了，不是说过

年不回来吗？”张老汉说。
“过年执勤不能回来，所以我提前回来

了！”张栋笑着说。
“爸，您看起来精神不错啊！”
“那当然。自从我们有了这个养老小院，

我们这些老头子、老婆子就有了一个新家，可
快活啦！”张老汉拉着张栋的手又说：“以前眼
巴巴等着你们的电话和视屏，现在我们每天
早晚在一起打太极、跳广场舞；白天下棋、打
牌、种菜，三餐搭伙做饭，都没空看微信了。”

“是啊，是啊，老张，你把儿子带去看看我
们菜园子吧！”刘伯高兴地说道。

张栋跟着老人们来到小菜园。虽然是寒
冬腊月，但菜园里生机勃勃。有结结实实的
大白菜，有青碧可爱的大蒜苗，有紫红壮实的
红菜薹，塑料棚里的草莓嘟着小嘴，黄瓜花儿
开得正艳……

“栋栋，你还没吃饭吧？今天就在这里尝
尝我们的手艺吧。我们自己种的蔬菜，放心
吃！”老年丧子的李大娘说。

“好啊好啊！我正有这个意思呢！”张栋
正答应着，瞥见一群“红袖章”进来了。

原来，这是村里的年轻志愿者，他们定期
来帮忙打扫卫生、挑水种菜、陪老人聊天。张栋
掏出一沓钱递给志愿者：“你们谁有车？麻烦

帮忙买些好酒好菜来，我们一起加个餐！”
这一顿饭吃得可欢实啦！二十多个独居

老人，六个志愿者，加上村书记阿强和三个片
区村委会干部，三大桌。大家围坐在一起，吃
着亲手做的菜，喝着小酒，现场气氛热腾腾
的。几个大妈，还情不自禁地唱起小曲，跳起
扇子舞。

张栋向村书记阿强敬酒：“感谢你为老百
姓办的大好事，纾解独居老人‘空巢’困境，将

‘空巢’变‘暖巢’，让这些老人老有所养，老有
所乐。感谢你帮我们解决了后顾之忧。”村支书
阿强连忙回敬道：“开展农村互助养老，解决
空巢老人独居问题，过上幸福生活，一直是我
们村追求的目标。”

“村里这些工作做得很好，我不仅要口头
感谢，还要用实际行动表示感谢。我们有个
同乡会，都是本村在外地工作干得不错的。我
要组织大家为咱们村的建设出资出力……”
张栋继续说道。

“太好了！目前我很想办个村晚，让老百
姓自娱自乐一起跨年，正缺钱呢！”阿强说。

“这个不难，我个人先资助一万元，马上
开始筹办，等我在同乡会里筹集到了钱，再给
你……”张栋话音未落，现场响起了经久不息
的掌声。

一抹斜阳挂在窗棂上，把每一张笑脸都
照得亮堂堂的！

暖 巢
□ 万正斌

母亲一共有七姊妹，上面一个哥哥，下面
一个妹妹和四个弟弟，由于子女多，家境贫
寒，外公外婆把母亲的哥哥和妹妹抱养给别
人家了，之后，母亲就成了家里的长女，照顾
四个弟弟。母亲很小就开始参加集体劳动，
帮助外公外婆挣工分，和外公外婆一起抚养
四个弟弟长大成人。母亲年轻时吃的苦就不
需多言了。

母亲嫁入我们常家，两个月后，我爷爷就
去世了，奶奶双目失明，不久伯父也因伯母去
世，离家出走，入赘他乡，家里一穷二白。那
时真不知道母亲是怎么坚持下来的，想起来
是多么的心酸啊！

母亲一共生育了我们三个儿女。因为家
里贫穷，为了挣口粮，多分红，无法精心地照
顾我们，把我们交给奶奶照顾。妹妹小的时
候，由于奶奶看不见，妹妹坐在椅子上烤火，
不小心把双脚上的七个脚趾都烧坏了，导致
妹妹至今走路都是一跛一跛的。这在母亲心
里是多么悲哀和无可奈何的事情啊！

从我能记忆时起，就记得母亲总是天不
亮就起床，把饭煮了，还要种田、种菜、喂猪、
挑水挑粪。到我读小学四五年级时，我就帮
她的忙，跟着奶奶学做饭、洗衣服。记得那
时，常见母亲起早摸黑，特别是在假期里，我
就跟着母亲到田里干农活，一到农忙，便整日
在田里跟着母亲劳动。那个时期，母亲教给
我许多生产知识，让我学会了插秧割谷。

农村家庭的生活自然是艰苦的，可是由

于父母亲的勤扒苦做，也勉强过得下去。用
煤油点过灯，吃过豌豆饭、菜饭、红薯饭，用棉
籽榨出的油炒菜。

勤劳的家庭是有根本的。每年除夕，家
里没柴烧，吃了年饭，父亲就和母亲到洲上，
他们说的十五厂去拾柴，父亲倒拉着独轮车，
母亲在旁边帮忙拉着，几十公里路的来回，父
母亲的肩膀上，都因拉车留下了深深的红印，
为了我们，为了这个家，母亲任劳任怨地、拼
命地劳动着。

母亲的性格倔强而执着，虽然家庭这样
困苦，她和父亲暗自发奋，什么都不想落到别
人的后面，一起省吃俭用，硬硬生生的做了三
个用泥巴砌成的土砖屋，终于在1985年建了
一栋三间、有预制板的假两层砖瓦房，母亲那
种勤劳俭朴的生活习惯，那种奋发向上的人
生态度，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

1993年，父母亲看见家里种田收入少，就
去沙市拉板车，我要去，母亲说你就在家里种
田吧，照顾好小孩，种田时要经常去田间看
看，什么时候该治虫，什么时候进水，什么时
候放水晒田等等，“我们到外面挣了钱也会给
你们用的。”这是父母亲出门，让我第一次耕
种家里的责任田，没想到谷种没选好，收的时
候谷少壳多，去沙市几年，每年种田和过年的
开支都是两位老人支助的。

有时候，灾难就在不经意间降临了。
1998 年 4月，我惨遭人生的不幸，没过两个
月，到处洪水滔天，长江干堤上跑水，眼看就

要淹没我们的住房和农田，很多人都成群结
队地往县城里搬东西。我们在城里没亲友，
没地方搬，母亲只好背着我出生不到3个多月
的儿子，牵着我5岁的女儿，住到我下车湾妹
妹的家里，每天都上江堤上看一下，她说“看
到水来，就赶紧跑。”想想，是多么的心痛啊！

那年月，由于不幸欠了些债，父亲只好远
走深圳，收破烂帮我还债，为了帮助母亲在家
种田，照顾年幼的儿子和女儿，我就到村小学
当民办教师。每天，母亲忙里忙外，我教书放
学回家，就照顾儿女，母亲就去田间劳动，用
种田的收入贴补家里。这样的苦日子熬过了
几年，在父母亲的帮助下，慢慢地把家里欠下
的债务渐渐地还清了。

2012年，母亲看见我油菜田里杂草多，要
我去油菜田里锄草，我说不需要去弄，她当时
就生气地对我说，以后不管我了。可是，一转
身，独自一个人就拿着锄头，帮我到田间里锄
草，锄了一会儿头晕，站不稳，回家坐着躺着
都不舒服，当天我带她去医院检查，结果就查
出她有脑梗塞、高血压、冠心病。接下来的一
连几年，母亲每年都要去医院几趟，有一次非
常危险，被120送到医院急救，之后就行动极
其不便了。

到了2020年新冠来袭发生，母亲不慎摔
倒，导致生活不能自理，起居和吃饭都要父亲
帮忙。母亲知道自己病重，把我叫到她跟前，
叮嘱我，如果她去世了，简单点办，“你儿女
多，负担大，用钱的时候还多着呢！”多么善良

又慈祥的娘啊！心里总是为我们操心。今年
“五一”后，母亲不幸患上了老年痴呆，连我和
父亲都不认识了。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
争的经验。我在家庭中已经饱尝艰苦，这使
我在几十年的生活中，养成了勤劳的习惯，使
我从来没感到过劳累！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的精神和爱，将永远
陪伴着我，激励着我努力发奋，让我学会了珍
惜、感恩和坚强！

母亲的离去，让我深深体会到“树欲静而
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痛！时间如白
驹过隙，那些相处的时光成了最珍贵的回忆，
每一次回想都让我泪湿衣襟，多么希望时光
倒流，再次握紧母亲，您的手，告诉您我多么
爱您，多么感激您！感谢您为我所做的一切！

母亲现在离我而去了，我将永不能再见她
了，这个哀痛是无法弥补的！一个人的伟大，
也许是轰轰烈烈的，也许是默默无闻。但对平
凡的人来说，只要踏踏实实地做自己应该做的
事情，为社会和家庭不遗余力地去奉献，那也
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母亲就是这
样的人。我用什么方式来报答母亲的深恩
呢？我将继承母亲的勤俭节约，与人为善，照
顾好父亲，让我的家庭生活过得好一些。

母亲，您很远，也很近，在脑海，在心里，
唯独不在我身边，感觉日子好短，却来不及好
好的告别，又感觉日子好长，要用一辈子来怀
念您！

怀念母亲
□ 常林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