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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村
■■王玉良

我村一个振奋人心的新闻传遍四村八
乡：村里一下子出了三个本科大学生，考上
的还是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的大
学。

我们村叫王古川，是一个偏僻小村子，几
十户人家，祖祖辈辈指着土里刨食吃饭。村里
办不起学校，孩子们要上学，就要到临近的马
村、郝庄等。村里大都是“睁眼瞎”的庄稼汉，几
乎不识字，写信看信得去邻村找别人帮忙。那
时候，我们村被外村看不起，有的村几十年不
与我们村通婚。村里办食堂，需要会计，愁坏了
村干部，不得不到邻村高薪聘请了一位老先
生。

1958年，我们村成立了自己的小学，在
邻村请了一位教师。穷则思变，人们知道没
文化的难处，村里人对办学校都大力支持，
一位孤寡老人还让出了自己的三间房做校
舍。

随着九年义务教育等政策的落实，村里
上学的孩子越来越多。大人掐着孩子的耳朵，
一再嘱咐要好好念书。孩子们也知道努力，就
连干农活，手也不离书本。

村里小王考取了工科大学，老两口子乐
坏了，也愁坏了。王老汉对老伴说：“孩子赶上
了好时代，咱再苦再累也得让孩子上大学。”为
了孩子上大学，老两口不分黑白地生绿豆芽。
他们一边种地，一边走街串乡卖绿豆芽，终于
让孩子读到大学毕业。

村里刘军读书又刻苦又聪明，考取了邮
电学院。父亲早亡，母亲改嫁，爷爷奶奶年老，
怎么办呢?四个出嫁的姑姑一商量：刘军是个
人才，也是国家的人才，不能耽误他，咱们凑钱
也得让孩子大学毕业。四年间，四个姑姑摊钱
让刘军上学。

现在，我们村成了有名的文化村，全村基
本扫除了文盲，有的一家子就有三四个大学
生。全村大学毕业的有40多人，还有研究生、
博士后呢。当过教师的二十几人，有两人还当
了大学教授。有人成了研究飞机的专家，有人
担任了县里的作协主席和书协主席……文化
的翻身，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我们村早就脱贫
致富了，好多人家建了小楼，买了汽车，还有人
在县城、沧州市区买了楼。如今，家家的小日子
滋润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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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好心情】

生活中，我们发现，心情好
什么都好，心情不好，一切都乱
了。我们常常不是输给了别人，
而是坏心情降低了我们的能力，
扰乱了我们的思维。控制好心
情，生活才会处处祥和。

——139××××4928

【简单最快乐】

小时候的欢乐，是单纯带
来的。长大后的痛苦，都是复杂
给予的。所以不要想太多，寻找
一个适合自己的速度，走自己
的路，看自己的景，收获简单的
快乐。

——151××××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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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开诗旅

雷鸣是天公的咆哮

伴随而来的是泪雨倾盆

我不害怕天公的轰鸣

却无法抵挡风雨的泣诉

悻悻的，背着沉重的画板

走进令人窒息的画室

涂鸦的树枝上

栖满了五颜六色的翅膀

好想天边吹来一阵狂风

将这囚笼似的画室

连同妈妈眼中的那条起跑线

刮得烟消云散

我只想让放飞的翅膀

在童趣的天空飞得更开心一点

放飞的翅膀
■■正行

【生活的样子】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生活方
式，我不想去评论哪种生活方式
是对的，哪种生活方式是错的，
只能说有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
合适。一定要让生活精彩一点，
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比如去
旅游，去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

——137××××2165

人生百味婆婆的摆摊生活
■■李晓琦李晓琦

我和老公都是上班族，接送孩
子就成了令人头疼的事。为此，我们
把乡下婆婆请到城里接送孩子，可
她除了接送孩子外，其他时间大都
待在家里。日子久了，婆婆便跟我絮
叨，说整天待在家中闷得慌。为此，
我和老公心里很不是滋味，却又无
可奈何。

前一阵子，婆婆突然喜笑颜开
地说：“我做点小生意怎么样？”我一
听，吃了一惊。婆婆笑呵呵地说：“这
几天傍晚我在楼下菜市场转悠，发
现菜市场门口有许多人摆地摊，还
有不少老人呢。”

见我犹豫不决，婆婆说：“不用
你们出本钱，来城里时你爸给了我
钱。”老公连忙说道：“妈，我们不是
怕花钱，是担心您劳累啊，摆摊很辛
苦的。”婆婆说：“再辛苦总比我从前
在地里干农活轻松吧？你们放心，
接送孙子上学是大事，我不会耽
误的。我去摆摊，不但能赚些小
钱，还可以跟那些摆摊的老人聊聊
天呢。”

看着婆婆高兴的样子，我和老
公决定支持她。周末我们便带着婆
婆到批发市场购入各种袜子、头饰、
鞋垫和梳子等。第一天晚上，我们陪

着婆婆来到菜市场，找到一个摊位
后开始铺底布、摆货物。一切准备好
之后，婆婆拿出折叠小板凳坐到摊
位后等待客人。婆婆心疼我们，一个
劲儿催促我们先回家。当天晚上，婆
婆回来后兴奋地告诉我们赚了 20
块钱。

尝到甜头后，婆婆每晚必去。回
来就跟我们说赚了多少钱，遇到了
什么新鲜的事儿。白天闲在家时，婆
婆就自己纳鞋垫，还喜滋滋地告诉
我们，她纳的鞋垫柔软舒服，十分好
卖。

自从婆婆摆摊后，家里吃饭的
开销基本上花的是她摆摊赚的钱。
我们不让婆婆花钱，劝她把钱存起
来，婆婆却说：“钱财生不带来死不
带去，我存它干吗？其实，我摆地摊
也是想为你们分担一点儿。吃饭的
花销你们可以省下来还房贷呀，虽
然这点小钱帮不上大忙，可妈妈也
尽了一份心。”婆婆的一席话，听得我
们既辛酸又温暖。

除了赚钱，婆婆摆摊还结识了许
多老人。空闲的时候，他们便聚在一
起唠唠家常。婆婆在城里的生活越过
越有滋味了。

父亲的麦田
■■许文静

早晨打电话，想叮嘱父亲天热了，不
要总去地里，结果电话接通的那一瞬间，
就听到了风吹过听筒空旷的声音。“我在
地里割一下地头儿的麦子，要不然收割
机进不了地！”父亲大声说。到嘴边的话
又咽回去了，“爸，早点儿回家啊，别累
了！”“知道，放心吧。没事儿的，别惦记
着！”

老爸属马，特别勤快，一辈子马不停
蹄地劳作，已快到古稀之年。父亲兄弟姊
妹9个，他排行老四。小时候挨过饿，受
过穷，18岁参军，20岁入党，到现在已经
有48年的党龄。父亲有着不怕苦不怕累
的韧劲儿，为人忠厚老实，凭着双手，自
己成家立业，供我和弟弟读书。

父亲是村里最早供养出两个大学生
的庄稼人，很多人不明白他为什么拼命
供养两个大学生，养大了，都远走高飞
了，这不白养了？父亲说：“不管别人怎么
说，只要你俩愿意念书，我砸锅卖铁也供
你们。只有好好读书才有好的出路。”

父亲不善言谈，但是说过的话都深
深地印在我们的心里。父亲年轻时，在县
供销社工作，后来“下海”。他自己做小本
生意，很辛苦，一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
后来，我和弟弟大学毕业，又成了家，强
烈要求父亲不要受这个累了，父亲才停
下。父亲也该享享清福了。

家里有几亩土地，父亲重新拾起来，
开始种地。父亲种地，就像养孩子一样，

不忍心让苗渴着，饿着，杂草遮罩，从早
到晚在田间地头侍弄。每天，他一大早就
去看播下的种子是不是都好，还要看看
地里是不是又生杂草了。有一次，地里用
机井浇水，排队需要等很久，父亲竟然自
己一桶桶提水浇麦苗。他说一棵苗就是
一碗饭，不能看着它干死。

父亲最大的本事就是不怕吃苦受累，
我说：“您累了一辈子了，也该歇歇了。”可
是他说：“现在种地都是机械化了，不受
累。若是都不种地，有钱也买不来粮食呀！
我老了，也没有什么别的本事，就会种种
地，多产一斤粮食，就多供一个人一顿饭，
也算为国家为社会做点贡献，不白瞎我这
辈子是个老党员。”

我听了，无语，只觉得眼里湿湿的。
我也是党员，讲台就是我的麦田，多讲一
个知识点，就让孩子们在未来的路上少
走一点点弯路。这是父亲用行动教给我
的。

这几年，父亲帮我带孩子，只有周末
和暑假才能全身心种地。父亲说：“我帮
你带孩子，就是让你踏实工作，别分心，
好好教书，站在讲台上就得为国家做点
事儿，也为孩子们做个好榜样！”

周末的时候，我偶尔带孩子们到父
亲的麦田里走一走，望一望。风吹过麦
浪，郁郁葱葱的绿波变成金光灿灿的黄
毯，沉甸甸的麦穗个个挺立傲然。风吹
过，齐刷刷地弯一下身子，像在鞠躬。如
我一般，感恩田间这位将自己带到世间、
勤劳质朴的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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