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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念不忘

传承好家风 构建幸福家
■卢朝霞

家风故事

“双争”有我 家风传承
2023 年沧州市善美家风故事

旧时棉衣
■卿闲

【冬日的甜】

冬日里吃甘蔗，最好吃
的当属中间部分。靠近根部
的比较硬，水分没有那么充
足；靠近顶梢的甜度不够，
口感也不好。中间部分又甜
又脆，水分又足，是最让人
喜爱的。每次把甘蔗收回
来，祖父祖母牙齿不好，是
不会吃的，只有我最喜欢。

——希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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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号码为15100868801。
倾听您的心声，期待

您的短信留言。

冬天来了，天气渐冷。此
时不便出门，家人围炉而坐，
温点小酒，聊着家常，漫长的
冬天便会变得温和起来。火锅
可是冬日里必不可少的，架
锅，点起炉灶，加入火辣的锅
底。红油翻滚、羊肉飘香，加入
青翠碧绿的蔬菜，生活顿时活
色生香。寒冷冬日里的火锅，
热气腾腾，暖人暖心。

——谭丁录

【火锅暖心】

吃鱼
■彭涛

【村落】

我爬上山岗，俯视这个陪
我长大的村落，心中涌起无限
感慨。曾经的喧嚣已经沉淀成
如今的恬淡静默，一切都变得
朴实，却又那么美丽动人。这里
仿佛是一个被时光遗忘的地
方，静静地躺在山间，等待远方
的来客。或许，我们每个人都需
要一个这样的地方，一个可以
让我们放下心中的负担，静静
思考的世外桃源。

——刘刚

小旭吵着要去乡下外婆家。外婆也有一段时间
没见到外孙女了，很是想念。妈妈想着让孩子感受一
下自己的童年生活，于是把小旭送到了外婆家。

虽然外婆家所在的村子是一个水路纵横的水
乡，但妈妈并不担心小旭的安全。小旭胆子小，妈妈
相信她不会乱跑。不过，水乡鱼多，但小旭吃鱼被鱼
刺卡过，从那以后妈妈就再也不让小旭吃鱼了。临
走前，妈妈再三叮嘱外婆：“千万别给她吃鱼！”

这可难为外婆了。村子离镇上比较远，外婆年
纪大了，去买肉也不方便。而且鱼肉味道鲜美、取
材方便，不给孩子吃鱼，那吃什么呢？

外婆表面上答应着妈妈的要求，心里却打着
另一个算盘。

第一天，外婆做了满满一盘红烧青鱼块，心里
想着，青鱼鱼刺粗，很容易就能挑出来，肯定不会
卡到小旭。红烧青鱼端上桌，小旭的眼睛直放光，

“外婆，这是什么菜？好香啊！”
“红烧青鱼，好吃着呢。来，外婆给你夹一块肚

皮上的肉！”外婆笑嘻嘻地说。
“什么？这是鱼肉？鱼肉我不吃！”小旭一听是

鱼肉，脸色马上晴转阴。
外婆一愣，但也没办法，好在她还准备了西红柿

炒蛋，就让小旭就着西红柿炒蛋吃完了晚饭。
晚上躺在床上，外婆心里琢磨着一定要培养

孩子吃鱼的习惯，吃鱼对身体也好啊。
第二天，外婆准备了芫荽鱼丸汤。碧油油的芫

荽叶子，白亮亮的鱼丸，让人一看就流口水。小旭
尝了一颗鱼丸，小眉毛蹙紧又展开。鲜美可口的味
道让小旭的脸上开出一朵花。

“外婆，这是什么肉？太好吃了！”小旭吃了一
颗还不够，又想吃第二颗。

“是鱼肉！”外婆并不隐瞒。
“啊，是鱼肉？”小旭把第二颗鱼丸送到嘴边又

停了下来。
小旭看了看外婆笑眯眯的脸，又闻了闻香喷

喷的鱼丸，还是忍不住把鱼丸送进了嘴里。不过，
小旭这一次吃鱼丸要比刚才小心得多。只见她一
下一下慢慢地咀嚼，生怕被鱼刺卡住了。

“你放心吧，鱼刺都被我挑干净了，不会卡住
的！”外婆用筷子又夹了一颗鱼丸放到小旭碗里。

“鱼丸真是太好吃了，可妈妈已经很久不让我
吃鱼肉了！”

“为什么呢？”外婆明知故问。
“因为我以前吃鱼被刺卡住过，妈妈说把我送

到医院才把鱼刺弄出来！”小旭回答。
尽管小旭的回答在外婆的意料之中，但外婆

还是深深地叹了口气，心里想着，可不能这么“一
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小旭啊，过几天外婆再给你烧鱼。吃鱼只要
小心点，就不会被刺卡到。鱼肉那么好吃，你不吃
太可惜了！”外婆下定了决心。

过了几天，妈妈放心不下小旭，开车来看望她。
一进门，妈妈就看见祖孙俩正有说有笑地吃鱼。

“你看，像我这样，先用嘴咬住鱼肉的一小块，
轻轻地把鱼肉往嘴里放。你再看这鱼肉里，一根根
白色的刺就都露出来了，然后再用手把它们全都
拿出来，这样就不会被卡住了……”外婆手把手地
做示范。

小旭也学着外婆的样子，小心地挑着鱼刺。妈
妈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幕，心情既欣慰又有点复
杂，讪讪地说：“鱼是不是很好吃啊？妈妈也来吃一
块。”

幸福了吗

冷冬寒凉，谁没有一两件御寒的
衣服呢？现在的衣服浩繁复杂，种类更
是数不胜数。冷飕飕的冬日街头，不经
意地望过去，各种各样的衣服真是让
人眼花缭乱。

蓦然，一转身，视线里出现了一个女子。
她抱着几本书，从路边的一家书店里走出
来。路过的人，忍不住又转过头看她。我想，大
概是因为她穿的衣服很别致。

那女子身上穿的是过了时的老棉
衣。大红的底子上，怒放着一朵朵粉艳
艳的牡丹花。斜襟的棉衣上，黑色盘扣
精巧雅致，仿佛展翅欲飞的蝴蝶。在这
灰头土脸的天气里，穿老棉衣的女子
就像春天的阳光一样明媚灿烂，更像
春天的花朵一样清新、温暖。

除此，最重要的还有一种久远的、
来自记忆深处，但极其熟稔的亲切感。
那样的一件棉衣，外表是棉布，里料是
棉花，里里外外都是棉，绵绵密密，蕴
藏着人间温暖。

就是这样的一份人间温暖，包裹
着我们，温暖着我们。我们一如柔弱的
小树苗，在一寸一寸的光阴里，长成了
枝叶茂盛的大树。

旧时岁月，广阔的田野上，勤恳踏
实的庄户人家，四季的吃穿用度，都是
深沉的土地在供给。土地五谷丰登，满
足了我们的胃，一种叫棉花的植物则
温暖了我们的身体。

那一段段的光阴里，我们安安心
心地享受着棉花带来的恩惠。物质是

简洁的，而生活是忙碌的。谁家的田园
里不种上一点儿棉花呢？

种棉花是最忙的，可是很少听到
有人说抱怨的话。大家忙着也乐意，心
甘情愿。种棉花要仔细，女人天生心思
细腻，种棉花顺理成章就成了村里女
人的事业。从棉花种子落在土地里那
一刻起，女人们就闲不住了。忙着，盼
着，棉花长高了，棉花开花了……女人
们絮絮叨叨，喜不自胜，像讲自己的孩
子一样，处处流露着憧憬和骄傲。

直到棉花结出一个一个的小棉桃
子，小棉桃子再绽放出一朵一朵雪白
的花，棉花才算是真真正正开了花。女
人们小心翼翼摘下这些花，心里才彻
底轻松下来。

收获了，她们依旧闲不住，要把这些

棉花摊在阳光下晒。棉花晒得软软的，然
后用它纺出细细的、长长的棉线，再在织
布机上织出一匹一匹的棉布。最后，巧手
的妇女把布浆染出好看的颜色，绣上喜
欢的花卉图案。棉花成为棉布，这一步一
步，倾注了女人们多少的心思和情感。

棉布有了，万事俱备，只欠剪裁、缝
制了。每个母亲自然就成了一家人的大
裁缝。白天的阳光下、夜晚的油灯影里，
母亲一针一线为一家人缝制棉衣。

棉衣从一株植物开始，吸收自然
界的光华和雨露，其中的点点滴滴都
是温暖。这样古旧的手艺，古旧的质
地，里里外外、针针线线，尽是情分。即
使棉衣的样子过了时，也不能让人忘
怀。就如同我们不可能，也不会忘记母
亲怀抱里的温度一样。

我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乡村教师，
也是一个勤劳俭朴、热情善良、孝敬老
人的家庭主妇。我出生在一个普普通
通的农民家庭，父亲忠厚老实、不善言
谈，但踏实肯干。母亲虽没有文化，也
是一个尊老爱幼、与人为善的人。都说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一
言一行都深深影响着我。

2003年，我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我们和公婆，还有弟弟一家生活
在一起，非常幸福。但天有不测风云。
2012年夏天，29岁的弟弟被一场车祸
夺走了年轻的生命。婆婆终日以泪洗
面，精神不振。2013年春天，婆婆突发
脑出血，几经抢救，挽回了生命，但是
处于植物人状态。公公原本患有的心
肺病更加严重了。沉重的家庭负担全
部落在了我和丈夫的肩上。

为了能让丈夫安心打工挣钱，我
毅然担负起照顾家庭的重担。常言
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婆婆在床上已

经躺了10年，我始终如一。在我的精
心照料下，婆婆的身体日见好转，从
开始的植物人状态到现在自己能吃
饭，也能和家人正常交流了。婆婆现
在逢人便说:“有好儿不如有个好儿
媳妇，我家朝霞待我比她亲娘还亲。”
看到孩子们都健康长大，婆婆的身体
日益好转，我觉得付出的辛苦都是值
得的。

我和丈夫结婚20年，没吵过一次
架。我觉得夫妻相处最大的秘诀就是
要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信任。在
处理家庭的大小事情上，我们都能一
起商量做决定。为了让丈夫安心工作，
生活中的琐碎事情，我从来不让丈夫
操心。丈夫深有感触地说：“你是我们
家的顶梁柱，为这个家付出的太多
了!”

作为母亲的我，深深懂得父母的
言行直接影响着子女。养育孩子的过
程中，我没有过多的唠叨，而是用我的

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去影响孩子。耳濡
目染，孩子们小小年纪就有孝心、爱心
和上进心。

我每次买了孩子们喜欢吃的东
西，他们都要先给奶奶吃，逗奶奶
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您就是咱家
的宝！”奶奶笑得合不拢嘴。

我的周末是最忙碌的，给孩子们
辅导作业，给全家人做可口的饭菜，洗
洗涮涮……如今，孩子们健康成长，这
也让我感到很欣慰。

作为一名教师，我扎根农村，一干
就是25年。教师承担着传道、授业、解
惑的重担。工作中，我始终践行“学高
为师、德高为范”这一诺言。由于不懈
的努力，我的工作得到学校领导和同
事的赞许，也得到家长的好评和社会
的认可。

幸福的家庭千千万，我的幸福
家庭是一家人共同创造的。我们用
生活和工作中平平凡凡的小事，用
真情诠释了家是爱的港湾的真谛，
赢得了人们的赞美。在以后的日子
里，我将继续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
时，辛勤操持家务、精心教育子女、
尽心孝敬老人，和家人一起谱写动
人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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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
高考

环境类，工程类，经济类，管理类，医学类，教育类等，专业全，
学校多，通过率高，不耽误工作，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可查。
25岁以上有加分政策。电话微信：18713077691刘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