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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路标明天不只有一种模样
■■管洪芬

离高考还只有几天的时间，一直大大
咧咧的女儿紧张起来。前几天的一次模拟
考试成绩不怎么理想，她开始担心自己高
考也失手了怎么办。她无数次地问我：“妈
妈，要是我高考成绩也不好，怎么办？到时
候是选择去差一点或者远一点的学校，还
是复读？”

女儿的话让我心里一惊。说实话，女儿
的学习成绩一向可以。我一直坚信她可以
考个“一本”的，而现在她竟然想到了复读。
因为这次考试，她的信心受到了重挫。我莫
名心疼，她这一段时间十分艰辛，虽然说付
出与回报不一定都成正比，但看她这样，身
为母亲，我真的非常担心。我忍不住抱住女
儿，对她说：“美好的明天不只有一种模样，
有些事只要努力了，无须多想结局。”

我给女儿讲了自己的事情。20多年
前，我和几个同学非常要好，我们一起努
力，一起参加了高考。虽说一起努力，可受

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我们的高考成绩相差
很大。当时最好的一个同学考入了医科大
学，有一个则考进了师范学校，我勉强考了
个大学，还有一位同学以几分之差与大学
失之交臂。

高考之后，分数、学校高低立现，仿佛
我们的未来也被高考的结果宣判。念医科
大学的同学以后做医生，一定会风光无限，
名利双收吧？做老师也不差，铁饭碗，教书
育人，以后桃李满天下。我的未来只能马马
虎虎，只是那落榜的同学未来就不好说了，
以后可能还得青衣布衫，与田为伴。

可事实上呢？随着时间的流逝，医生、
老师自是不用说。我呢，大学毕业，进了公
司，从底层做起，靠努力，靠钻研，一步一个
脚印，如今是公司中层，工资不低，日子也
不赖。那位落榜的同学则不甘落后，虽然没
有复读，却一直没有停止学习。那些年，她
靠着自学，参加各种考试，职场也是混了个

风生水起，不容小觑。
我对女儿说，这世上没有相同的两片

树叶，人也一样，这世上也没有一模一样的
人生。时隔20年，我们各有各的幸福。因为
一直在努力，我们每个人的明天都很美
好。通过高考赢得美好人生固然是好，可
即便考差了也没关系，只要我们在努力的
路上不畏艰难，不忘初心，勇于迎难而上，
偶尔的失利和挫败又算得了什么？但前提
是——我们要调整好心态，要对自己有信
心。

和女儿说这些，倒不是想传输“高考考
好考坏不重要”的信息。作为孩子的母亲，
我比任何人都希望她金榜题名。然而也是
因为是母亲，我更希望她不要有太多包袱，
我希望她轻装上阵。我想告诉她，即便这一
次失败也没关系，未来的路还很长，未来的
机会还很多，我们只要尽力走好每一步，那
就足够了。

【好好努力】

我觉得，混一天和努力一
天，一天看不出差别，三天看不
到变化，七天也可能没有距离，
但是一年后就会看到差距。所
以，我一定要趁着年轻，好好努
力。

——136××××9233

【不好也不坏】

最近的生活压力比较大，感
觉身边的人也是一样，有时气氛
显得很压抑。现在，我在努力调整
自己的状态，生活其实就是这样，
不会像你想象中那么好，也不会
像你想象中那么糟。扛过去，就会
发现没什么大不了。

——133××××2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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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火人间险些被丢掉的美丽
■■李晓琦

周末，到同事家做客。一进门便被电视
柜上的一盆绿萝吸引住了。这盆绿萝长得油
亮黑绿，生机勃勃。一条条藤蔓从精致的花盆
里伸展出来，沿着电视柜优雅地向两侧攀爬。
两边的藤萝绕过电视墙后，在中心位置相遇，
又各自优雅地垂下来。

我羡慕地说：“你究竟是怎么培植这盆
绿萝的？它长得也太过‘逆天’了。我家里的
几盆长得也不错,但没有哪一盆能比得上你
这盆。”

听完我的话，同事微笑着回答：“我的这
盆可不是绿萝哦。”见我好奇心大起，同事稍
微卖了个小关子。在我的催促下，她才继续
说道：“实话告诉你吧，其实花盆里就是几块
红薯，这是我去年冬天买来的，最后吃剩的
几块发了芽，我就把它们种进花盆里，没想
到竟长得如此茂盛，连我都有些吃惊呢！”

几块吃剩下的红薯竟然带来了如此美
丽的景色，这让我在吃惊的同时，不禁赞叹
同事的慧眼识珠。而让我更加惊讶的是，这
盆红薯竟然只是同事所种花草的冰山一角。

在电视柜的旁边，有一盆更漂亮的花。它
的叶片修长翠绿，很优雅地向四周展开。在叶
片的中央，簇拥着一个极漂亮的花球。

“漂亮吧？”同事问道，语气里有一种掩
盖不住的自豪。

“当然，这是什么花？我好像从来没见
过。”我好奇地问。

“和那盆红薯一样，也是我用剩下的东
西种出来的。你猜猜它是什么？”同事又开始
卖关子。

我猜了半天也没有猜出结果，同事笑
吟吟地说：“这是一棵菠萝，是我用切下的菠
萝头培养出来的。”

接下来，同事带我看了她的“花园”：正
在开花的白菜、郁郁葱葱的蒜苗、油亮墨绿
的土豆……

同事说,这些都是她用切下的白菜根、
干瘪了的大蒜、生了芽的生姜和土豆等种出
来的。她把它们称为“险些被丢掉的美丽”。
她说，她会继续尝试着用这些东西种出更美
丽的“花草”，让家里充满生机、充满美丽、充
满芳香。

从同事家走出来，对面是一家水果店。
我走进去买了一只菠萝和两串葡萄，想着不
久之后，我的家里应该会多出两盆漂亮的盆
景……

生活中从不缺少美丽，只要我们有一
双发现美丽的眼睛，一颗感受美丽的心和一
双创造美丽的手，我们便会被无数的美丽簇
拥和包围。

花开诗旅

初夏的雨
淅淅沥沥
滴在玉米的香肩
亭亭玉立
滴在稻秧的秀发
化作碧玉

初夏的雨
丝丝缕缕
滴在初开的茉莉
芬芳四溢
滴在怒放的石榴
娇艳可人

初夏的雨
滴滴答答
万千清脆悦耳
犹如瑟琶轻弹
那动人的旋律
奏响了夏之曲

初夏的雨
■■黄延滔

【学着原谅】

最近，遇到很多不顺心的事
情，也碰到很多不顺眼的人。如
果你不学会原谅，就会活得很
累。人们都说，原谅是一种风度，
是一种情怀。现在，我也不想计
较什么了，学着原谅，过得会更
轻松一点吧。

——138××××1415

人生感悟
“晒”出来的麦假

■■马海霞

小时候，农村的学校有麦假。可是相
比暑假，我可不愿意放麦假。有的同学家
里有哥哥，麦假比较轻松，可以待在家里
看电视，不用去麦地里干活。我就不同
了，虽然有两个哥哥，但却不能在家享清
闲。

每年麦假，母亲都和父亲商量：“让海
霞在家里做饭，她两个哥哥跟我们去地里
割麦子吧。”父亲脸一沉，“不行，她得去，万
一需要回家拿东西，就让她跑跑腿儿，再
说她还能捡麦穗呢。”

听到父亲此言，我就知道麦假这场
“晒”是躲不过了。父亲推着车子，我和哥
哥跟着后面。我们拿着镰刀，提着水壶，太
阳还未露脸就赶往麦地。父母和两个哥哥
每人一把镰刀在地里割麦子，我坐在地头

当服务员。
啥时候他们喊我：“拿水来。”我便提

着水壶呼呼跑过去，壶里的水喝光了，还
得负责跑回家灌水。有时我也偷懒，借灌
水的机会在家看会儿电视。有一次，我看
电视剧上瘾了，忘记了送水的事儿。哥哥
跑回家喊我，说父亲发火了，我才知大事
不好。那次以后，我回家灌水的活儿就被
二哥替代了，我则在地里把割倒的麦子拢
在一起。仅仅一上午，我两只胳膊就被麦
茬子划破了不少小口子，脸也被晒成了大
红布。

漫长的麦假就像永远割不到头的麦
地，在火辣辣的太阳下考验着我的耐力和
体力。好不容易割完麦子了，还得排队等
着用脱粒机脱麦子。脱粒机一天24小时不

停歇，有时轮到我家了，不管几点都得全
家出动。有一年，我家排到夜里两点脱麦
子，一家五口人晚上12点就去等着。去早
了也不能干坐着，大人帮着往脱离机里塞
麦子，小孩子帮着撑蛇皮袋，把脱好的麦
粒装进去。等自家忙完了，天也亮了。

接下来的活儿，更需要孩子们的帮
忙。早上把麦子摊在公路上晒，下午再把
麦子收回家。这期间，需要密切关注天气。
天一阴，孩子们就拿着蛇皮袋奔向麦场，
把麦子收起来。否则，一旦天降急雨，一季
的收成就泡汤了。

麦子晒干了，收进了仓，地里又开
始播种玉米。父母刨坑，我和俩哥哥往
坑里撒玉米粒，然后浇水，最后用土埋
好。啥时候地里的活儿忙完了，麦假也

就过完了。
整整一个假期，我都在太阳地里晒

着。哥哥背上晒出了一个“背心”，我脚上
晒出一双“凉鞋”，脸也被晒成了小麦色，
一笑露出两行大白牙。

那时候的我，是父母贴心的小帮手。
多年后，父母谈起当年，母亲总笑着说：“你
爸不会讲什么大道理，那时你年龄小，我
本不想让你去地里晒，可你爸说，得让你
去太阳底下受受罪，否则哪知道坐在教室
学习的舒服。”

如今，麦假早退出历史舞台了。现在
回想起来，麦假其实就是亲子劳动课，感
谢父亲当年让我“晒”了一整个麦假，让一
个懒惰的少年在太阳下成长为一个健康
快乐、爱劳动能吃苦的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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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西路（原北京路）圣基大厦一二楼
阳面380平方米门市，毛坯，长租价格超低。

电话：19903175666、13313176676
出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