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01月15日

克什克腾信息报
（二维码）

克什克腾融媒
（客户端app）

克什克腾电视台
（公众号）

爱，一个充满温暖的字，这个字很难让人理解，却又很容易让人热泪盈
眶。

在我们的印象中，父母总是不善于表达爱，他们对我们的爱总是默默
地藏在心底，默默地为我们遮风挡雨。

那一天早上，我起床后，头没梳脸没洗的就去吃早饭，爸爸说:“看看
你，有个女孩子的样儿吗？整天疯疯癫癫的。”我拿起梳子把头发梳了梳，
虽不算通顺，但也比刚才好了点。然后我就跑急忙去餐桌上吃早饭。他又
说:“那么近你还跑，能不能淑女一点儿！”我想，“爸爸怎么变得这么唠叨
了？”过了一会儿，他穿上衣服，说:“我去上班了，你吃完饭别老在家闷着，
出去透透气，整天在家待着，也不出去运动运动！”我说:“好，我知道了。”看
着爸爸的身影，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在我心底油然而生。“平常不爱说
话的老爸去哪了？”我疑惑道。直到我看着他离去的步伐，我明白了:是爱
的证明，是爱，让一个沉默不语的爸爸，变得唠叨起来，是爱；让严峻的他，
变得越来越宽容。

闷热的夏季，燥热的空气弥漫在每一个地方，夜深了，我的屋里还亮着
灯，看着桌上的一堆作业，我的心情变得焦虑。这时一阵风抚过我的脸庞，
妈妈推门进来了。她把切好的水果轻轻的放到我的桌上，她低下头看了看
我的作业，那一瞬间，我看到了她鬓间的白发，心里咯噔一下，是岁月对我
的母亲下了手。然后她又把慢慢的把窗户打开了。她什么也没说，又轻轻
的出去了。

父母给我们做过的事数不胜数，但可能我们从来没有给予他们回报。
我们可能一直都忽视了父母在我们身后默默地给予我们支持与鼓励，也可
能因为我们随意的一句话，却伤了他们的心。然而，我们什么时候真正的
关心、在意过他们？难道真的要等到他们亲口说出“我爱你”，我们才能真
正的去疼、去爱我们的父母吗？在他们默默地给我们注射爱的点滴时，我
们就要学会爱他们了。

有些人，有些事，有些爱，我们一辈子也耽误不起。
爱，还要会爱，不要等时间带走了一切，我们才去后悔，才去行动，才去

珍惜。

爱，还要会爱
■经棚二中 刘蕊嘉

大自然是丰富多彩的，大自然是奇妙绚丽的。大自然也有着太多太多
的秘密等着我们去发现。

柳
看 ！那是什么！?哦!是柳树，它的“辫子”真细啊！细到能穿过一个铜

钱孔大小；它的叶子可真绿啊！绿的像一串翡翠珠子；它的“头发”可真多
啊！多到不能再多了！古人说女子都是迎风弱柳，说男子都是玉树临风，可
我觉得，柳树并不弱，它应该是外柔内刚，秉性刚强的女子，你看它树干粗
壮，“头发”细软，真是自然界中一道亮丽的嫩绿光彩！

雨
大多诗人都描写的春雨，而我写得是夏天的雨，夏天的雨慢慢地从天上

落下来，使大地喝饱了水;当雨落下来，使小草感到凉爽清新；当雨落下来，
使花朵重新绽放生命的光彩；当雨落下来，使树木为人们乘凉而埋下伏笔；
当雨落下来，人们伸出舌头感受雨的魅力，“啊！原来，雨的魅力是甜的！”一
个小孩兴奋地说。当雨落下来，是美的！

星
入秋后，很少有人去“看望”星星，也不给星星一句暖心的问候，星星，你

还好吗？哇，星星的光好亮啊！亮到如黑夜里的路灯一般；星星的“身体”好
小啊！从远处看，跟芝麻一样，星星的颜色是白色的，宛如钻石一般闪烁。
星星，它们真像一双双小眼睛，从天空中看着你，它们也像是小夜灯一样陪
伴着你。

雪
“下雪了！下雪了！”一个小孩子兴奋的叫喊。我穿好棉衣跑出去，雪落

在我的头上，凉丝丝的，像蒲公英的种子；它也像鹅毛；也像白糖；像面包的
脆渣；像食物的脆屑；它是多么美，可以使树木变得像童话世界里的一样，还
可以使人的睫毛变白，可以使孩子在冬天里玩雪，而且玩得很开心，哦！雪
真好看！

大自然不仅仅丰富多彩，奇妙绚丽，它更是生活中的指南针，让迷路的
人找到正确的方向，它还是不可缺少的风景，人们都喜欢大自然，因为，所有
的知识都在大自然中。

美丽的大自然
■宇宙地中心完小刘米月 指导教师 毛泽敏

不辨花溪与柳溪，未闻野水却闻
鸡。

谷香浮动掀金浪，叶乱秋蝉隐自
啼。

一首诗带你走进宇宙地三地村大
营子组刘占国家。他家在村口，却不
是一个容易找到的地方，因为村口种
了很多庄稼，树木，找了半天才发现隐
藏在一片松树林中。穿过林地眼前豁
然开朗，干净整洁的院落，繁花似锦的
菜园，崭新的大瓦房。如同陶渊明笔
下的桃花源。这个六十九岁的老人笑
着走出来，“快进屋，快进屋”。屋子被
收拾的一尘不染，一面墙贴着毛主席
的画像，一面墙贴着习主席和夫人的
画像。隔断墙上挂着一个大挂历，标
题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结对帮扶，
圆梦小康。内容详细的标注了，收入
支出，主要帮扶措施帮扶人等等。

刘占国是老党员，说起话来也是
和普通人不一样，三句话过后总要说
一句，赶上好政策了。他说，这地方以
前是个果园，那时候一家人都指望卖

果子生活，自从那次雹灾后，就慢慢指
望不上了，加上年岁一长，果子的质量
也没有以前好，，而且果树也慢慢干
枯，于是，就翻种成庄稼。

这些地今年种了谷子，又赶上雨
水多，谷子长的格外好，你看，这一大
片全是，二十多亩呢。顺着他手指的
方向望去，一片谷田铺展在房子和一
排杨树之间，沉甸甸谷穗青黄半匀。
他说话时，眼睛里透射出喜悦的光芒，
仿佛眼前就是一堆堆金灿灿的谷山。

“那么多地能收拾的过来吗？”“能呀，
种的时候有机器，收的时候也有机器，
到时候就直接往回拉粮食就行了。现
在农民种地有很多优惠政策，粮食补
贴也不少。一年下来不少钱。要是出
去打工，年龄大了人家也不用呀，文化
水平也有限，出去哪也找不到哪，守家
在地的省心。现在很多人说楼房好，
可是，你看看，这房子哪样比楼房差？”

“这是前几年享受扶贫政策，盖的新
房，当时危房改造补贴近三万元。六
十多平，两个人住着很宽敞，以前的土

木结构房子没拆，当做粮仓用，粮食直
接就进粮仓了。很省事。赶上好政策
了。”

永远也忘不了庄稼被毁那一年，
那一年，庄稼长势很好，心里盘算着丰
收后，把粮食卖一些存点儿钱。心里
有希望，去庄稼地的次数也格外多。
地里的草拔完了，地梗的草也清理
了。老伴还说他，地梗的草也不用收
拾，有那力气干点啥不行，他心想，地
梗的草不清理，那些草根就会往庄稼
地串，也一样影响庄稼长势。有一天，
电闪雷鸣，下起大雨，雨越下越大，最
后大粒大粒的雨点变成了冰雹。他有
些着急，打算去地里看看，老伴拉住
他，“这么大的冰雹你出去，不要命
了？”说着老伴哭起来！他急的在屋子
里转圈。真是漏房偏逢连夜雨，房子
也被打漏了。冰雹过后急忙去庄稼地
看，这一看傻眼了，庄稼全部被打碎，
一片狼藉。辛辛苦苦好几年，一下回
到解放前。他坐在地头嚎啕大哭。

镇政府知道了这个消息，没多久，

给他建档立卡列入贫困帮扶对象，给
他上了低保。这一年总算没有挨饿。
后来又是扶贫项目帮他盖了现在的房
子，真是赶上好政策了。

今年养了 3 头肥猪，五六十只
鸡。这些都是扶贫项目，为了养好这
些猪鸡，还种十多亩玉米做饲料，另外
还有三十多亩地种不过来，承包出
去。也有一部分收入，两个人都有合
作医疗，去镇医院住院的话，可以百分
之九十报销，生病了也不用担心。

他是村民代表，每次村民开代表
会，都落不下他，近几年，年年被评为
先进模范。他拉起红色短袖给我看，

“你看，这就是给的奖品，还有好几个
呢！”说着爽朗的笑起来。

你看房子前那一个大棚子了吗？
秋天刚到，就把过冬的煤储下了。现
在是冬夏都不愁了。

前年又打了井，自己吃，浇地都够
用。

说话间，刘占国老人的老伴从外
面回来说，“你说你快七十岁人了，自

己家的活计还干不过来，今天帮这个
种地，明天帮那个垒墙。”刘占国老伴
抱怨着。“他左眼看啥都模糊了，让他
去做手术，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
的！说没时间，帮别人干活咋那么多
时间？”刘占国瞪了老伴一眼。他老伴
嘟囔着进屋去了。

刘占国说，这个老太婆就是不知
足，邻里邻居的帮个忙有啥错。那时
候穷的，要不是大伙帮忙，政府帮忙，
能有今天？这是赶上好社会了，要不
是有这些扶贫项目，别说现在小有存
款了，就是活不活到现在都难说，日子
一天比一天好了，哪能还埋怨这埋怨
那？

离开刘占国家，天上下起了小
雨。车里音乐响起来，是汤朝的歌，

“苍茫天地间，你我都在寻找，有时会
迷惘，有时会惆怅。只要有信仰，就会
充满希望……”

我
身
边
的
脱
贫
故
事信仰的力量

■
红
酒

钟，最初是古代宫廷里祭祀或宴

庆大典时使用的乐器，是青铜礼品中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古文献曾有“礼

非乐不履”及“钟鼓乐之”“钟鸣鼎食”

的记载。最古老的要算 1957 年河南

信阳出土的编钟，它源自于商周时代，

虽跨越数千年的时空，仍能演奏出美

妙的音乐，其音律能同欧洲最早的C

调钢琴相媲美，但要比欧洲人的早

2000多年，这无疑是中华民族智慧创

造的伟大奇迹。

后来，随着宗教的兴起，钟，又脱

离了音乐的元素，走入了寺院的文化

范畴。钟鼓也是佛教的标志之一，寺

庙里，每天早晚都会敲大钟、大鼓，那

么寺庙敲钟击鼓的意义是什么？自古

以来，寺院每于晨昏都会敲钟击鼓，由

于早晨先敲钟后击鼓，夜晚先击鼓后

叩钟，所以有“晨钟暮鼓”之说。钟响，

代表醒来了、觉悟了；暮鼓咚咚，表示

偃旗息鼓，大家应该要休息。钟鼓，也

就代表早晚作息的意思。敲钟击鼓，

还有警示的作用，警钟长鸣，警惕行者

当勤精进，慎勿放逸。当然，还有“当

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是讽刺那些不思

进取，得过且过之人。

我有幸目睹过寒山寺的钟，但由

于不是敲钟的时辰，我只能见其形而

未闻其声，只能默默地在钟下从唐人

张继的“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

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

客船”的诗句中去感受那千年前幽怆

苍凉的意境。

我记忆中最初的钟声，来自于吊

在村头那棵歪脖子老榆树上一只退役

的犁铧子，它应该是生产队的产物。

上世纪六十年代，整个营子里没有一

只钟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人们习

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天刚亮，家家户

户便开始生火做饭，炊烟袅袅，鸡鸣犬

吠一派热闹非凡。当老爷儿出山的时

候，生产队的钟声便敲响了，那是村里

一天劳动生活开始的“集结号”。敲钟

的只能是生产队长，钟声也是队长权

威的象征，钟声响后，生产队的所有男

女劳动力便陆陆续续的集中在钟下，

听候队长一天劳动的分工。那时队里

的农活大抵从正月初六（过了破五）开

始，刨粪、送粪、纺绳子、修理农具、筛

种子……正、二月里林林总总的活计

都是为春耕做准备。“清明忙种麦，谷

雨种大田”，一到清明，地里所有的农

活便接踵而至，春种夏锄秋收，一切都

随着队长手下钟声有条不紊地运作。

直到六十年代末，公社办起了广

播站，各生产小队家家户户也安上了

小喇叭，一天三次播音，不仅使闭塞的

乡村能及时听到国际国内的重要信

息，同时小喇叭里“嘟、嘟、嘟…… 刚

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八点整”的

准确报时，使村民们第一次有了精确

的时间概念，队里的钟声也似乎跟上

了时间的节奏。

无法想象，钟的发明，几乎代表了

中华民族最古老最杰出的文化艺术，

但越过数千年的时空，人类已进入了

原子和太空时代，但令人悲哀的是：在

这穷乡僻壤里，我们竟把钟的概念和

作用演绎得如此简单，它同社员们手

中的弯梨笨镐，木头揽子牛车，碾坊里

沉重的磨盘、场院里马拉的碌碡……

这一切的一切，竟然是“文景”时期农

业生产力的翻版。

不管怎样，队里的钟声依然以它

不紧不慢的节奏，敲打着春夏秋冬，社

员们也以不紧不慢的节奏，周而复始

着一年四季的耕耘和收获。这样的光

景一直延续到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取代“大锅饭”的时候，生产方式

的转变为那口老钟的历史使命划上了

沉甸甸的句号。

老钟赋闲了，如同生产队长已不

再有往日的权威一样，孤零零地吊在

老榆树下，偶尔有一群顽皮的孩子来

“打趣”它，杂乱无章地敲上一通，此时

的钟声已无任何信息可言，在以往，这

样的行为无异于挑战队长的权威，是

要挨骂的。不知哪一天，有心人发现，

这口老钟失踪了，后来才知道，它是被

村里的一个懒汉偷去卖铁换酒喝了。

我记忆中最难忘的是校园里的钟

声。

校园里的钟也大都是农机具的铸

铁部件。记得刚上小学的时候，学校

的钟就挂在我们教室门前那棵足有百

年的大榆树下，这是一只三角形铸铁

钟，由于材质的关系吧，这只钟发出的

声音特别清脆悦耳，能传出方圆十

里。从步入校门的那一刻起，我们便

与这钟声结缘了。校园里的钟声精确

规律着师生们的作息。不同于生产队

钟声的是，这里的钟声召唤的是另一

片“土地”上的耕耘，老师就是“园丁”，

学生就是“禾苗”，三尺讲台上，老师播

下的是知识的种子，讲台下，收获的是

未来与希望。

伴随着校园里的钟声，我们走出

小学，走进中学，十年寒窗，我们在园

丁的哺育下，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变

成了一个个有知识有理想的青少年，

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校园的钟声，就

像校园生活交响曲中的一部乐章，弹

奏着莘莘学子追求理想信念律动；它

悠扬而规律的节奏，既是集结号，又是

冲锋号，它把我们集结起来——“准备

着，时刻准备着！”，同时又激励我们去

攻克一道又一道知识的难关。

后来，我有幸成了一名人民教师，

每逢值周，都要亲自操起钟锤，去弹奏

这部神圣的校园交响曲，每每握起钟

锤，我无法体会到当年生产队长的权

威感，只有教师身上沉甸甸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在这种意识的驱使下，这只

钟锤我整整轮了十五年。

屈指算来，我在校园的钟声里生

活了二十五年，人生不过百年，在这四

分之一强的人生旅途中，校园的钟声

伴随着我成长和奋斗的每一个步履。

现在，校园里那只简陋的钟已不复存

在二十余年，但有时在梦中耳边还常

常回荡起那悠扬的钟声，钟声里，校园

的情景便历然犹新。

记不清那位哲人说过，如果将时

间分为三天，就是昨天、今天、明天；如

果将时间分为三年，就是去年、今年、

明年；如果把时间分为三类，就是过

去、现在、将来。每逢除夕，当电视里

传来北京大钟寺里的钟王——500多

年前的明代永乐大钟那深沉、激越、圆

润、洪亮的钟声时，我都会感到，时间

的所有概念，已在这时不我待，催人奋

进的钟声里变得生动而形象。

——就像我记忆中永远逝去的钟

声一样。

逝去的钟声
■简宏宇

塞北佳人百样娇，

轻罗小扇步妖娆。

若非智者留芳影，

疑是身居大汉朝。

赞

丽

人

■
涟
漪

克旗韵之秀旗袍文化协会开展旗袍走秀活动 摄影 原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