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是我们这个家庭最隆重的节日，也
是老妈最盼望的日子。每到年三十，孙男娣
女一大家二十几口人都会从四面八方聚拢到
老妈的身边，笑逐颜开、其乐融融陪老妈过
年。磕头、发红包、喝酒、吃团圆饭、看晚会、
街坊相互拜年……二零二零年的这个春节却
不同了，因为老妈在春节前，十二月五日凌
晨，丢下她的孩子们，安详地走了!老妈以她的
俭朴勤劳、宽容忍让、顽强执着为她八十四岁
的一生划上了圆满的句号，也给我们留下了
无尽的思念。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日，老妈出生在鲁
北平原济阳区孙耿街道一个村庄的开明乡绅
之家，家中姊妹三个，无兄弟。大姨、二姨和
老妈各相差十二岁。老妈受过高小教育，结
婚前在当时的高级合作社（后来发展为人民
公社）担任副主任。一九五六年，老妈嫁到邻
村一个家风严谨、封建意识较浓的普通家
庭。她比父亲大两岁，一生养育了五个儿
子。大哥、二哥、三哥各相差五岁，四哥比三
个哥小三岁，我比四哥小一岁。

老妈一生辛苦操劳。她结婚时，父亲还
在读书，老奶奶已经需要人照料，爷爷常年在
外串乡做小生意，奶奶管家。老妈一进门便
放弃了合作社的工作，挑起了家庭的重担。
一九五七年大哥出生，一九六二年二哥来
临。虽然家里的负担加重了，却让家人燃起
了新的希望，全家其乐融融。天有不测风云，
一九六三年，爷爷病倒了，十几个街坊帮着抬
到济南的医院做了手术，却没挽留住他老人
家五十三岁的生命，卧床半年多走了。紧接
着，老奶奶经受不住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打击
也离世了。当时为了给爷爷治病，家里欠下
了一大笔债，父亲又在外地，刚参加工作顾不
上家。老妈的担子骤然加重，生活变得异常
艰难。老妈白天下地，晚上和奶奶纺线织
布。奶奶用赶集卖布挣来的钱换点吃的，维
持一家人的生活。后来，我们兄弟几个陆续
出生，也更加重了老妈的担子。地里的活、家
里的活、女人的活、男人的活，种地、织布、修
葺房屋、做饭、缝针线……我真想象不出这么

多年老妈是怎么熬过来的。无论多苦多累，
老妈始终顽强的扛着、顶着，当时她只有一个
信念，必须让每个孩子按时上学、不能饿着！
一直到一九八零年，大哥结婚、二哥上班、老
爸也已经于几年前调回当地工作，家庭境况
才稍有改善。因为还有我们小兄弟三个在上
学，奶奶也已需要人照顾，老妈一点也没有松
气，照样下地、做家务、侍奉老人。一九八六
年，老妈把奶奶送走后，仍坚持下地干活。她
热爱劳动，喜欢她辛勤耕作的那片土地。直
到一九九四年，我们都结婚工作了，在我的鼓
动下，她才把家里的地交给大嫂种。老妈用
四十年的辛苦操劳，侍奉了三个老人，抚养了
五个儿子长大成人。老妈，您辛苦了！

老妈一生委曲求全、默默付出。老妈一
生不争不抢，始终以隐忍的姿态展现着她生
活的大智慧。奶奶是个很精干的人，但也脾
气大、严厉、强势。老妈一进门就以完全服从
的姿态开始了婚后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推
移，家境越来越困难，奶奶脾气也越来越不
好。一九六八年父亲响应“回乡闹革命”的号
召，回到当地工作。父亲不是奶奶亲生的，因
奶奶无亲生子女，是爷爷一九四八年从他同
族弟弟家过继过来的，天长日久熬日子，娘俩
之间难免时常产生些矛盾。老妈完全服从奶
奶领导，且处处小心翼翼，埋头苦干的同时还
要调和两个人之间的矛盾。老妈只有一个信
念，只要能维护家庭和睦，把五个孩子抚养
大，让孩子们有书读，自己吃多少苦受多少委
屈都无所谓。后来，奶奶老了，孩子们陆续长
大，父亲也自然接替了奶奶管家。父亲是一
位标准的严父，大男子主义特别严重，所有农
活和家务都落在老妈肩上。同时，老妈还要
完全服从父亲指挥。父亲的家长作风同孩子
们陆续长大后的叛逆、反抗情绪又不断发生
碰撞，从而产生一些新的矛盾并逐渐升级，老
妈又成了我们之间的减压阀和缓冲器。不管
怎样，老妈始终抱着她的那个目标，要使得父
亲的“大政方针”能在全家落地并得以贯彻执
行。再后来，孩子们都陆续结婚，家庭关系更
加复杂，老妈这个说了不算的“二把手”也更

加受气。父亲的想法要通过她老人家变成整
个家庭的行动指南，孩子们的诉求要通过她
老人家来反映，加上父亲又是一个制定政策
永远无“错误”、既不能改又不能变通的人，想
象的出来，在这期间，老妈要遭受多少委屈。
正是老妈的委曲求全、默默付出才，让一个大
家庭始终安定团结、欣欣向荣、稳步上升。老
妈，您受委屈了！

老妈越来越老了。二零零七年，老妈送
走了父亲，孩子们也早已组建了自己的幸福
家庭。按说，老妈到了该过几年清静日子、享
几年福的时候了，但她不愿和孩子们住在一
起。因为老妈身体一直很好，所以她一个人
住在自己的小院里，种种菜、养养花。天气好
的时候，她就和几个邻居大妈去遛弯、赶集。
我们也都断不了回家看看，陪老妈吃顿饭。
邻居家的保姆没住处，她免费给人家提供住
处，还经常给人家做饭吃。整天人来人往，日
子也算过得有滋有味。可事非人愿，好景不
长。二零一五年夏天的一个周五，为了能使
孩子们周末回家时可以带点东西回去，老妈
踩着三轮车摘院里的丝瓜，三轮车滑了，自己
摔成肩胛骨骨折，做了手术。虽然手术很成
功，但不知是因为手术时全身麻醉诱发了小
脑萎缩，还是因为她年纪越来越大了，老妈开
始变得忘事、出现幻觉。令人懊恼的是，无论
采取什么治疗方法，效果都不明显。她对自己
的病情也很明白，一方面劝我们想开点，不让我
们着急；另一面自己却十分挂恋她的这帮孩
子。二零一七年春节，除了拜年的红包外，老妈
还装了几个大红包，把几个小一点的孙女（几个
小的都是女孩）叫到跟前，说：“你们几个还没上
大学的，没结婚的，我恐怕等不到了，看不见你
们升学、结婚了，趁我还明白点，把你们升学、结
婚的红包一次都发给你们，你们以后要好好上
学，高高兴兴过日子！”春节后的一个上午，老妈
又把我叫到身边，拿着一个红布包说：“小五呀，
我老了，净忘事，我这里攒的几个钱，你拿去
吧。”我打开一看，里面整整齐齐放着五十张百
元大钞。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太清楚了，父
亲走后她所有的钱都是我管着，这是她在这
几年里从兄弟几个给她的零花钱中攒的。我
们知道老妈不舍的花钱，特别是那些大额的，
所以我们都是把整钱换成零钱给她。想不到
老妈又把零钱换成整的一点点的攒起来。老
妈太节俭了！ （待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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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学校的路上，梅晓玫老师和金春雨并肩坐
在后排。春雨依然是不说话，像是在想着什么。
她时而看着自己的手出神，时而又会盯着窗外一
动不动。

“妈妈是不是比上次好多了？”梅晓玫老师拉
起金春雨的手，放在自己膝上。

“嗯。”金春雨的脸腾地一下红了。对别的孩
子来说，梅晓玫老师的这个动作是再正常不过了，
可对金春雨来说，却觉得有些突然有些意外有些
让她一时不太适应。她点点头，却不敢抬头看梅
晓玫老师。

“金姨照顾妈妈很细心的，你放心吗？”梅晓玫
老师依然把她的手握在自己掌心里。

“嗯。”梅晓玫老师的手软软的暖暖的，与梅晓
玫老师这样肩并肩地靠在一起，春雨觉得心里也
暖暖的。梅晓玫老师的身上，散发出一股近似于
花香的香味，淡淡的，若有若无。金春雨努力捕捉
着，辨别着到底是怎样的鲜花有如此的香味。玉
兰太烈了，月季太浓了，丁香又太酽了。到底是怎
样的香味，如此清淡又如此悠远？

金春雨从小就喜欢花，喜欢各种各样的花。
沟边、路旁、田野，从春到秋，有采不完看不够的野
花。打着小伞的蒲公英，张着酒红色小喇叭的芙

根苗，黄得让人心醉的苦菜花，淡紫色的青青菜花
……各种各样的野花，数也数不尽，说也说不完。
春雨把野花采回来，放在灌了水的瓶子里。可不
几天，那些花就枯了，叶子也慢慢落了。

上幼儿园的时候，金春雨学会的第一首歌就
是《我们的祖国是花园》，那时，她不知道“祖国”这
两个字代表着什么，但她却非常喜欢这首歌：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
花园里花朵真鲜艳，
和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
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
娃哈哈娃哈哈，
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
大姐姐你呀快快来，
小弟弟你也莫躲开，
手拉着手儿唱起那歌儿，
我们的生活多愉快。
娃哈哈娃哈哈，
我们的生活多愉快。
有个周末，她和几个小朋友一起，竟无师自通

地给这首歌配上了舞蹈。在村头的场院里，她们
几个人又唱又跳，一边唱着跳着，一边按照自己的
意愿对舞蹈进行修改着。天黑透了，她们竟然都

没有意识到。
冬天，田野里是没有了花，连草也没有。北方

的冬天，树上的叶子落了，被风吹来吹去，在地上
来来回回地滚动着。村里的人家，在居室里既不
养花也不种草，也许，他们以往在田里与花草打交
道太多了，懒得再在家里养。

下雪的时候，有雪花。那也应该算是花吧。
金春雨有自己的“花”，她的花，不需要浇水施

肥，也不怕严寒酷暑。而且有好多种颜色好多种
图案。

金春雨清楚地记得那年她六岁，爸爸赶集回
来，给她买了一个玩具。那是爸爸给她买的惟一
的一件礼物。妈妈告诉她，那个好玩的能变出花
来的东西叫万花筒。

几年了，爸爸买的万花筒她一直带在身边。
心情好的时候，她会把那只万花筒拿出来，眯起一
只眼睛，睁着的那只眼睛里，便是各种颜色各种图
案的花，她的心情便会更加好起来；心情不好的时
候，她也会拿出那只万花筒来，放在眼前，随着手
的转动，万花筒里的精彩世界，会让她忘记烦恼，
心情也便会如万花筒里的花儿一样，亮丽起来。

那只万花筒的外壳，起初是很漂亮的大红色
底子，印着嫩绿的小草。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

嫩绿的小草越变越淡，最后成了白色。大红的底
子则由红变白，又由白变灰。到了后来，那只曾经
很漂亮的万花筒，变成了灰黑的颜色，如一截被火
烧过的木头。但是，里边的景色却并没有因为外
表的改变而有什么变化。轻轻转动万花筒，眼前
的景色，依然如从前般多姿多彩。

肖晓第一次见到那只万花筒时，瞪大眼睛地
盯了她好久，不相信那会是她的东西。“这是你
的？这真是你的？这确实是你的？！”当得到肯定
的答复后，肖晓把眼睛瞪得更圆更大。“真是想不
到！这是你的？你的宝贝？！”肖晓不停地感叹着。

对校园里的鲜花，金春雨也是喜欢得不得
了。只要有时间，她就会拉了肖晓，到花丛里或开
花的树下转转，不停地嗅着花香，金春雨陶醉的模
样，让肖晓又好气又好笑又有些嫉妒。

“上辈子，你是花仙子托生的。”肖晓说。
“亏你是个女生，若是托生错了，投胎成个男

生的话，这么爱花，不知有多少女生死在你手里还
不知道咋死的呢！”肖晓还说。

学校越来越近，金春雨似乎闻到了从学校方
向飘过来的花香。

榆树湾中学真的是太美了！金春雨忍不住
想。 （22）

外援30万只鸭子
彰显中国的智慧与真诚

前些天，正当我们抗击新冠肺炎最紧张
的时候，一场“蝗”恐不安的大范围蝗虫灾害
席卷了从西非到东非，从西亚至南亚的20多
个国家。受灾面积达1600多万平方公里。蝗
虫肆虐、令相关地区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经济
发展面临严重挑战，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请
求多方援助。关注期间，笔者欣闻，我们中国
除钱物、人力支援外还一次性外援了30万只
鸭子。顿时觉得新奇、新鲜。仔细一想，中国
此举援助鸭子，真乃雪中送炭，比援助钱物更
适用、更务实、更关键、更有效。也最直接、最
实惠。一只鸭子一天食（消灭）100只蝗虫，30
万鸭子一天就能消灭3000万只蝗虫，这是靠
人力，就是用飞机大炮也是难能达到的。由
此，笔者联想起“生态防治”这四个字的作
用。即利用捕食性的天敌，实行“一物降一
物”的方法，把危害农业的蝗虫群消灭，达到
减轻或消灭全部害虫危害的目的。鸭子灭了
害虫，还顶了吃的饲料，一举双得，何等的好
事啊，援助鸭子不仅彰显了中国智慧，倡导了
生态防治的科学理念，还表达了中国不图虚
名的真诚与兄弟般的国际情理。

雾霾响在耳边的钟声并没有走远
人们不会忘记，两三年前我们是怎样的忍

受着雾霾的困扰？它不光是对人们的生活带来
不便，更是对人类的健康造成危害，值得高度重
视。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10年全求因肺癌
死亡患者中有22.3万人是因为大气污染造成
的，因为地球频繁的遭到破坏形成了多种令人
担忧的灾害。记得2012年发生雾霾的时间之
长，面积之大，范围之广、危害之深，前所未有。
在全国500多个城市中，只有不到5个城市达到
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空气质量标题。当时，全

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10个重点城市之中，有
7个位于中国。北京的空气质量，在91个国家
近1100座城市中排名第1036位。在山东，咱济
南也是重灾区之一。面对此情形，中国工程院
士钟南山在大会上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吁：“空气
污染问题非常值得重视，再这样发展下云，若干
年后，肿瘤患者可能成几何级数增加”，语出惊
人，画中要善。

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情况，追其原因，就
是生态平衡遭到了破坏，就是人类不顾一切
的掠夺地球，对地球上的山山水水、森林、大
地，乱砍、乱伐、乱挖、乱建、乱施农药、化肥，
到处尘土飞扬，烟务漫漫……甚至有个别地
方，没了绿水青山，没了新鲜空气、美好的生
态环境被折腾得不成样子，还竟是被人类毁
在了自己手里。

幸亏，党的十八大以来，引起了高度重
视，把“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
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总布局的高度，经过
几年的努力奋斗，才又重新唤回来了蓝天白
云、绿水青山。它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没有当
初对生态的破坏也就不会有挽回所付出的代
价。亲身经历的的经验教训，应记住。不能
刚好了伤巴就忘了疼。如不长记性，治好了
鼻子腮还会疼。

错判麻雀死罪的教训不能忘
人们对于麻雀并不陌生，只是年轻人并

不知道它曾蒙受过的不白之冤。众所周知，
麻雀这个小鸟儿一直跟随人类迁徒居住，是
与人类最亲近的鸟类。它在鸟族群中，属于

“鸟中平民”，住不挑剔、食不讲究，还是捉拿
损害农作物害虫 的高手。这个身材娇小的
鸟儿，生性活泼，整天叽叽喳喳在家庭院落，
场院里、草垛旁、屋檐下、田野里，总能见到
它们的身影。它繁殖快，子女多，却爱子如
命，谁要是偷摸走了它们的幼儿或鸟蛋，它
们会追着你，拼命的啄你的头，叽叽喳喳好
几天围着你吵架。它思维繁捷，机动灵活，
所以在鸟族群中，它一点也不畏生，那些个
大体壮的鸟，如喜鹊、乌鸦、斑鸠、布谷、啄木
鸟等，也不歧视它，也不因为麻雀也与人争
食而被视作“阶级敌鸟”，倒是人类一度有了
偏见，说它成群结队偷食粮食，与人类争食，
竟成了容不下它在地球上生存的“敌人”。
1958 年，除“四害”时，将它判为“四害”之
一，要将它除尽杀绝。先是用“稻草人”、敲
击锣鼓、放鞭炮等方式，恐吓它不得停歇，然
后用各种方法捕捉它，再就是用枪、棍棒、弹
弓等消灭它。

人类就怕犯糊涂，因为违背了自然法则，
破坏了生态平衡，在广大的农村，几乎再也见
不到麻雀的踪影，偶尔飞过一两只，也是惊慌
失措的样子，丢下几声哀鸣，不敢有片刻的停
留。少了麻雀们的吵闹，农村里仿佛也没了
生机。随之带来的是危害农作物的各种病虫
害相继泛滥起来。有人将一只麻雀解剖，一
看麻雀的胃里全是被吃掉的害虫，这才后悔
了，知道错判麻雀为死罪，是人类自己毁损了
最好的农作物“良药”，反倒是人类自己成为
了灾难的制造者，后悔已造成损失。但愿人
类重视“生态防治”，不再重犯同样的错误。

地球可以没有人类
但人类不能失去地球

谁也不会想到，2020年竟然是在抗击新冠
肺炎的阻击战中开启。猝不及防的新冠病毒，
给我们人类一个很重要的启发，就是让我们性
得了几百万年的生物演化史证明，所有生存至
今的生物，都是这生态环境中的一部分，都是适
应了环境的赢家，只有保持自然和谐，生态链平
衡，才是相安之道，只有认识并实践中做得到，
人类才能保持住现在的地球王者的地位。否
则，科学家说：“谁是地球的主宰还不一定！”

面对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指出，要坚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从人
居改善、饮食习惯、社会心理健康、公共卫生
设施等多个方面开展工作。特别是要坚决杜
绝食用野生动物的陋习，提倡文明健康，绿色
环保的生活方式。只有这样，人类的生存和
生活、才会更加安全和美好。智慧中国、崇尚
科学、尊重科学，早已把科学发展观深入人
心，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2020年2月24日及
时的召开了十三届十六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并作出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
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从国家法律层
面，以法之名，向滥食野生动物的行为宣战，
增强依法推进疫情防控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并强调要求公安机关、农业、园林、城乡
绿化、市场监管、交通运输等部门加强协作配
合，齐抓共管、严厉打击乱捕乱猎非法交易野
生动物的行动，要常怀忧患意识，平时就有随

时应战突如其来的各种生命挑战。
世界科学家们也对人类提出警告，自古以

来的五次地球物种大灭绝，都与地球环境的巨
大改变有关。许多迹象表明，第六次地球物种
大灭绝，不是迫在眉睫，而是已经来了。此论末
必正确，但这是个不容乐观的信息。人类科学
发展的今天，能战胜突出其来的新冠肺炎病毒，
自然也能战胜其他一切“来犯之敌”。但宁可信
其有，不可信其无。防在前事，不受任何损失，
治在来后，如洪水来临，等到大堤溃决，就是堵
住了，也总要付出代价。

根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现在新出现的人
类传染病中，75%起源于动物。其中包括蝙蝠
在内。但需要说明的是，所有的动物，原本与人
类没有多少交集，他们吃的，主要以昆虫和植物
果实为主。在森林中，还起着授粉播种的作用，
是整个生态链中的重要一环。如果不分清红皂
白统统把它们灭掉，会在生态链中造成更大的
负面影响，犯因噎废食的错误。平时尽量少与
它们接触，不去侵扰它们，就可以各自安好、甚
至对人类还会有益。遗憾的是这些年，某些地
方、某些人，把什么猴脑、熊掌、蛇胆、鹿血、蝙
蝠、穿山甲、大晰蝎、扬子鳄……等，都上了菜谱
的名录。都成了他们屠杀的对象，成为美食中
的野蛮。正所谓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跑
的、土里钻的、都成了为美食畸形消费，当成猎
奇、炫耀、阔气、时髦高级享受的资本。

眼下，新冠肺炎病毒在全世界各地还很
猖獗，我们决不能让来之不易的持续向好形
势发生逆转而放松惊惕。“不可沽名学霸
王”。我们要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
下，认真遵守国家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对生
态环境、生态防治，要真正的懂！要落实、落
细、落地的懂！对地球要有底线、禁止破坏和
掠夺的懂！如此，人类才会是永远的主宰。
中国加油、武汉加油，中国必胜！人类必胜！

作者系区人大常委会退休干部

老 妈
◎小 五

生态防治，就需有个真正的“懂”
◎李兵 朱蕙

武汉疫情从天降，
传染迅速把人伤。
人民生命泰山重，
一方有难八方帮。
党中央号角已吹响，
医务员请缨上战场。
明知道此去性命多忧患，
这就是责任于担当！
顾不得新春佳节全家乐，
顾不得来与亲人作商量。
抛下了难离娘怀的小儿女，
泪别了年迈体衰的老爹娘。
冲向一线把时间抢，
不顾性命拯救死亡。
你日以继夜把时间忘，
你疲备不堪不下岗。
你美丽的脸上起血痕，
你热汗顺着护衣淌。
你待病患如亲人，
呈现了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用血汗和智慧救了多少命，
让患者重新又见到了阳光。
你们是英雄永载史册上，
中国医生世界敬仰。
但等这战“疫”胜利归家日，
各家团圆庆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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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衣天使赞歌（河北梆子）

◎徐玉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