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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扎根根待待 来来
■张淑兰

汽车驶进油区， 我的心绪如同脚下这
条路，一下子开阔明亮起来。

这是多年前走过的路，如今再次踏入，
完全变了模样。蓝天白云下，一间间红墙灰
瓦的房屋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大山的臂弯
里；鲜花丛中，一架架橘红色的抽油机正在
阳光下低吟浅唱；高耸的井架上，一幅幅鲜
红的标语彰显出油区日新月异的气息。

车刚停稳， 一身红装的阿舅就跑了过
来。 说话间，我随他走进了采油小站。 站在
院子里左看右看，总感觉自己走错了地方。
我问阿舅：“这是以前的小站吗？ ”“不认识
了吧，变化大着呢。 ”阿舅说完，掀开值班室
的门帘，把我请了进去。

这又是一幅崭新的画面———地面铺着
洁白的瓷砖，房顶上安装着电子节能灯，最
让人兴奋的是这里还装上了高科技电子自
动监控装置。

阿舅看出我一脸惊讶神情，自豪地说：
“过去驻守单井，除了干体力活，还得忍受

蚊虫叮咬和寒风的吹打。现在，空调驱走了
夏日的炎热， 供暖设备也让人不再担心冬
日的严寒。自从实施了数字化，采油工也不
用每天去巡检， 坐在电脑前， 鼠标轻轻一
点， 就可以随时监控和录取设备上的数
据。 ”看着阿舅一脸幸福的表情，十几年前
的一些往事不觉间在脑海中浮现。

那年冬天，阿舅带我去井站时，院子里
除了一台抽油机、一块菜地，就是一间值班
室。说是值班室，其实是办公住宿为一体的
一间简陋屋子。在小站居住的日子里，阿舅
每天都要去野外巡井， 饿了就用柴火烧几
个洋芋充饥，渴了就在山沟里捧口水喝。有
次巡查时， 阿舅发现一口油井地下管线渗
漏，由于管线埋得深，漏点不好确定，他就
跳进全是水的深沟里，一点点找渗漏部位。
等找到漏点，处理完事故，他的衣服冻成了
铠甲。我拉他上来时，发现那十个指甲缝里
全是石油沉积留下的痕迹。 看着这双老茧
般的手， 我唉声叹气地说：“这苦日子何时
是个头呢？ ”阿舅说：“有根在，春不会远，相
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

和阿舅在一起的日子，我
跟他走了好多个采油站，有幸
认识了很多采油工人，他们同
样把最美好的青春奉献给了
油田。 在我眼里，这些采油工
如同蒲公英的种子一样顽强、
坚韧，漂泊到什么地方都能扎
下根来。

那时我常想，是什么支撑
着一代又一代石油人扎根在
荒凉的大山里？ 长大后，当我
实地接触采油树时，才发现那
是一棵会扎根的树，人们日常
能看到的只是它露在地表上
被称为 “树冠”的部分，而它的“树干”和
“根茎”都深深埋在数千米的地下。 我喜欢
它的形象，再联想到阿舅，可以说是历经苦
难，但都不曾被折断压垮。

参加工作后，循着前辈们走过的路，我
走进了另一座大山，每当遇到困难，总能想
起阿舅那句“有根在，春不会远”。这是一种
希望，对我亦是一种前行的力量。

提起当年的事，阿舅摆摆手，说不值一
提。 他告诉我，现在小站已经拥有 30 余名
员工，100 多口油井，这欣欣向荣的景象，是
改革的春风吹来的。 我赶紧接话：“油田的
发展离不开你们这些老采油。 ”阿舅听后，
又连连摆手：“守护油田是我的责任， 油田
的发展，离不开扎根油田的采油工人，更离
不开时代的机遇。 ”

“有根在，春不会远。 ”看着阿舅坚定的
目光，联想起眼前的这些大变化，我真切地
感受到了春的勃勃生机。

午饭后，我走出小站大门，看见挺拔的
采油树层层叠叠，如同一个个坚强的战士守
卫着这片土地。 站在高处放眼望去，大山深
处，一棵棵树苗茁壮繁茂，生生不息……
（作者供职于陕西延长石油七里村采油厂）

■刘希

那年，我在一个偏远的乡村支教，虽然学费
是免费的， 但依然有个别学生因为种种原因无
法上学。 新学期开学报名，我发现那个叫明明
的男生没来。 这个孩子聪明懂事，学习成绩也
好，要是因为家庭原因断送了前程 ，那真是太
可惜了。

一连几天，我都在学校附近找寻明明的影子，
最终也没看到他。 到了元宵节这一天， 我下了决
心，不管怎样都要去他家看一看。 那天刚下过一场
大雪，路很滑，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山路上，不
小心摔了好几跤，好不容易才到明明家。

明明见了我很意外， 又迫切地向我表达了意
愿：“老师，我想念书！ ”在一旁的明明母亲显得很
难过，她说：“不是不想让他读书，家里确实是负担
不起。 ”不要交学费还负担不起，这我就弄不明白
了？ 明明母亲告诉我， 明明的爷爷奶奶全瘫痪在
床，生活不能自理，明明的父亲在外打工，家中只
有靠她种田。 她想让明明回家帮忙照看两岁的小
弟弟，这样她就有时间多干点农活。

我耐心地开导她：“明明学习成绩很好， 现在
正是读书的黄金时期，现在放弃了，会给他留下

一辈子的遗憾。 挣钱的机会以后有的是，等他大
学毕业工作了，挣的可就是几倍、几十倍的钱。
为孩子和家庭的未来着想，读书才有出路。 ”一
番话说得明明母亲连连点头， 答应第二天就让
明明去上学。 考虑到明明家里实在困难，我掏出
身上带的钱， 硬塞进明明母亲手里， 她很难为
情，一遍遍推辞。

这时，明明插话：“妈妈，今天是元宵节，书上
说，元宵节要吃汤圆的哦。 ”“汤圆，汤圆是什么？ ”
明明母亲茫然了， 可能是那地方根本就没有元宵
节吃汤圆的习惯。 我赶紧打圆场：“没事，我不饿，
不吃汤圆。 ”明明冲我挤了挤眼，大声说：“妈妈，
我们不是还有点糯米粉吗，我来做汤圆。 ”

明明母亲从柜子里翻出一个小袋子， 但糯米
粉已经不多了，仅剩小半碗，这能做汤圆吗？ 可明
明却立马接过袋子，跑进厨房，开心认真地揉起粉
团来。小孩子能做什么汤圆，何况就这么一点点糯
米粉，就让他捏着玩吧，我也没在意，便和明明母
亲拉起家常来。

没过多久，明明招呼我进厨房，桌子上一个
装了汤圆的碗摆在我面前，热气腾腾的。 我很惊
讶， 因为那个碗里只有一个汤圆， 有台球那么
大。 “老师，你吃吧。 ”明明笑着将碗端起。 我推
辞不过， 便端起碗咬一口， 里面的肉香弥漫开
来，好大一个肉汤圆。 明明小声问我：“好吃吗？
老师，我明天过生日，妈妈答应包饺子给我吃。 ”
我瞥了一眼桌子旁边，一盘包好的饺子，多半都
破了皮，原来这汤圆里的馅，全是他一点点从里
面掏出来的，我顿时泪目了。

后来，明明跟我回到了学校。 很多年后，他不
负众望考上大学，毕业后有了工作，收入也不错，
还把一家人接到了城里。 今年元宵节， 他打来电
话：“老师，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那个元宵
节你接我上学时的情景。 ”我认真地告诉他：“这么
多年过去了，我也依然记得，有一个人，专门为我
煮了一个肉汤圆。 ”

■鲍安顺

春节的内涵，充盈着美德
的芬芳。 换句话说，春节的美
德无处不在， 在我们内心、身
旁、周围，根深蒂固，就像亲情
和故乡、高天与厚土。

一个 “走 ”字 ，有美德可
鉴。 传统拜年，以前讲究走，去
看亲朋好友、邻里街坊，只有
登门拜访，才算是拜了年。 即
使走在大街上， 遇见熟人，也
要说许多吉祥话，以表达友好
和祝福。 春节走访需要问候，
即使兄弟姐妹、 亲友邻里之
间， 平时若产生了隔阂误会，
只要春节走访一声问候，彼此
心绪就会缓释， 情感得到梳
理。 也正是在一个走的礼俗
上，彼此宽容，相互谅解，人与
人之间便有了情感沟通。

一个 “吃 ”字 ，也弥漫着
美德。小时候过年，人们心里只有一
个概念， 就是只有过年才能大饱口
福。某种意义上说，在那个物质相对
匮乏的年代， 吃成了一种精神渴望
和对生活的期待。 南方有吃年糕的
习惯， 甜甜的年糕象征新一年的生
活甜蜜。在北方，除夕有吃饺子的习
俗，做饺子要和面，和字就是合，饺
子的饺与交谐音， 合、 交有相聚之
意，便有了更岁交子之意。除夕吃团

圆饭，是春节最重要的仪式，也是过
年最讲究、最重要、最丰富、最有内
涵的一餐饭，是一年里最期待、最幸
福的时刻。

表达“孝”字，亦是美德。百善孝为
先，孝是年轻人应尽之务，是送给长
辈的“精神年货”。春节人们纷纷回家
陪父母过年，一句简单的问候，一件
小小的礼物， 都足以安慰父母的心。
而孝的最简单行动，就是给父母递双

筷子，盛碗热饭，奉上一杯香
茶，共话一次家常。 实在不能
回家，也要打一个电话，发一
个微信，报一次平安。 在有的
地方，还会对一些鳏寡孤独的
老人组织问候，化解老人们的
节日孤独感， 让传统节日具有
了更多的现代人情味。

体现“爱”字，更有美德。在
家里，晚辈敬爱长辈，长辈爱护
晚辈。对于社会而言，爱要施展
的空间更大更广泛， 对无助老
人，对失去亲人的儿童，对于残
疾人，更需要全社会的爱来关
怀。 在深圳的一个福利院，孩
子们虽然有可口的春节饭菜，
也收到了新年礼物，可是没有
亲人般的拥抱，难免有失落感
和寂寞感。 当地一家家政公司
便策划活动， 让十个爱心家庭
一对一地在福利院接十个孤残
儿童回家过年，逛花市、游园、

包饺子、唱感恩歌，让孩子们感受到家
的温暖。其中，有一位 ７ 岁小男孩对新
妈妈产生了依恋，依靠在“妈妈”怀里
玩游戏， 而新妈妈两岁多的儿子也很
喜欢这个小哥哥， 两个孩子依偎在妈
妈怀里的场景，令人感动。

美德春节， 已经深入中国人的心
灵深处。无论是走亲访友，还是关照慰
问，都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要
义，自然也彰显出新的时代精神。

春节与与美德

那年元宵节吃汤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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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初

每年立春，父亲都会掐着点接春。
俗话说，立春大过年。 家中的万年历，父亲

不知翻看了多少遍， 立春的时间早已熟记于
心。 为了接春，他衣着干净整洁，穿鞋必须有后
跟，院子必定清扫得干干净净，静候吉时。

为了接春，父亲还搬出家里平时吃饭的小
桌，母亲则盛出好些瓜子、糖果、年糕等点心，
放在小桌上。 孩子们馋得咽口水，可谁想伸手
偷偷拿，定会被父亲用眼神制止。 立春那一刻
到来，父亲点燃爆竹，张开双臂，像是在迎接一
个出远门的孩子回家一样。

爆竹响后，父亲折来一些带绿色叶片的树
枝，有时是千年矮的枝叶，有时是樟树的枝条，
有时是门前柏树的叶片，把它们“请”回家后，
再将它们挂在房柱的钉子上。 母亲说，这些枝
叶的寓意是 “财”， 接到了春的人家会事业长
青，万事和顺。

小时候，我一直想知道春到底长什么样子。后来读书，
书中总是用“春姑娘”来形容春天。 我的想象里，“春姑娘”
像敦煌壁画里的飞天一样，在空中飘逸，看看哪家接春的
心意最诚，哪家的孩子最听话，哪家放爆竹的时间最准，就
落户到哪户人家，帮助其安康兴盛。

每次接春， 我学着父亲一样虔诚， 却从未见到过
“春姑娘”的样子。 有时会有小小的失望，甚至疑惑，“春
姑娘”真来了吗？ 为何还是很冷？ “春姑娘”是不是更喜
欢百花盛开的温暖时节？ 或者，是不是我接春的诚意还
不够，抑或是我们准备的点心“春姑娘”不喜欢？ 但我又
想，她应该是最美丽、最善良的，也是最公平、最诚信
的，一定会准时准点来到每户人家，来到我们的身边，

只不过一直隐着身形，默默注视着我们，考验着
每个人的心念。

有一年，父亲照例准备了接春的东西。 还没
到接春的时间，外面突然爆竹齐响，他连忙回屋
查看日历，上面标注的接春时间明明还没到。 我
们有些懵了，到底是别人看错了时间，还是家里
的日历印错了？

父亲赶在外面的爆竹声未停时，匆匆忙忙也
接春了。 两个小时后，我家日历上的接春时间到了，外
面也响起了爆竹声，只是不如之前的热烈。 幸好家中还
有爆竹，父亲便再放了一挂，只是那接春的果盆早已被
孩子们清空了。

父亲猜想，极有可能是家里的日历印错了。 不过，
在接春这样的吉祥日子，全家并没有抱怨日历的失误，
只因都想让“春姑娘”看到我家家风和顺。 后来，父亲买
来一本很厚的万年历， 里面清清楚楚记录着不同年份
的立春时间，全家人接春再也没有出过错。

一年又一年，父亲虔诚地接春，不曾间断，那是他
对传统习俗的坚守与传承，同时也在教育晚辈们要对
未来抱有希望，有春华必然有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