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间地头

白云片片天苍苍，
大棚内置保温床。
庄稼适宜长得壮，
棚内果蔬如愿偿。

清晨

太阳上山了，松竹翠绿了。
田野芬芳了，乌鱼忙活了。
弟妹辛苦了，禾苗粗壮了。
河堰清澈了，三弟微笑了。

傍晚

田畈沉睡了，蛙蟋皆欢了。
池塘平静了，小鱼回家了。
鹅犬点哈了，小弟上桌了。

（市区 尤小亨 71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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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榆情·常青

我见证了秀山丽水的每一次变化
阅读提示

今年 83 岁的黄美君是一名退休教师，她因战乱而辍学，直到新中国成
立后，才重拾书本，开始享受着和平，感受着人间温暖。

我的朋友圈 经常“晒”父母

� � � � 微信朋友圈流行各种
“晒”：晒吃喝晒穿戴，还有晒
娃娃晒老公等。 但我发现，朋
友圈很少有人“晒”父母，包
括我自己。

那次回到家， 母亲做了
我最爱吃的红烧鱼。 我忍不
住赞叹着：“色香味俱全的红
烧鱼啊！ 我得先拍照！ ”这次
拍照， 我想到了要“突出重
点”，一定要把母亲这位“大
厨”拍上。 我拍的照片上，红
烧鱼很醒目，母亲笑微微的，

很满足的样子。
我赶紧把照片发了朋友

圈， 还写了一句话：“世上最
美的味道， 就是妈妈的味
道！ ”不到半个小时，我的朋
友圈收获了一大堆点赞和评
论。 我兴奋地举着手机给母
亲看：“妈，您瞧，我把你做的
红烧鱼晒到朋友圈， 引起了
不小的反响呢， 大家的评论
后面都跟着流口水的表情
呢！ ”父亲听到我的话，也凑
过来看。 我把手机拿给父母
看， 告诉他们哪个是流口水
的表情。 母亲脸上浮现出得
意又幸福的表情。 父亲看了
母亲一眼说：“瞧把你妈给美

的！ ”
那一天， 母亲都特别高兴。

那种表情，让我想到自己的得意
之作发表到报刊上时的心情。 我
忽然明白了， 我们做儿女的，真
应该多在朋友圈“晒晒”父母。 父
母年纪大了， 生活圈子小了，甚
至被边缘化了，所以他们更需要
被关注。

现在，我经常在朋友圈“晒”
父母：母亲给我绣了鞋垫，我晒
出来；父亲为我做了书桌，我晒
出来；母亲过生日，我晒出来；父
亲节聚餐， 我晒出来……我的微
信里，值得珍藏的美好记忆越来
越多。

（马亚伟）

� � � � 我出生于 1937 年 4 月
15 日， 小时候妈妈教我学走
路，供我吃饭，但无力供我上
学。 9 岁时读了一年书，因战
乱而辍学。 新中国成立后，我
白天在家学文化，晚上在“民
校”学文化、学做人。 1952 年
春，我考上了浙江省丽水初级
师范。

1955 年春， 我被分配到
丽水城郊的黄村小学任教。当
时正值抗美援朝时期，组织发
动干群捐献飞机大炮。我那时
每月工资 19 元， 捐献 15 元，
受到当地区委指导员蔡文斌
的表扬。 1956 年当选为县第

二届人大代表，1957 年组织
调我到丽水囿山小学，后调至
城北小学任教直至 1992 年退
休。

经过多年的努力工作，
1985 年 12 月 5 日， 我人生最
幸福的时刻终于来临， 中共丽
水市莲都区城北小学党支部批
准我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1960 年，为了家庭，我随
夫调到曳岭工作，生活渐渐安
定下来，我们的四个孩子也相
继来到人世，那时，我们白天
忙于工作， 晚上照顾四个孩
子，很辛苦，但心里感到是幸
福的。

我的大儿子刘力宏是工程
师，小儿子刘力伟是一名电业工
人；大女儿刘丽雅是丽水职业技
术学院一名图书资料馆员，小女
儿刘丽珍原是丽水毛巾厂工人。
他们立足本职，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也
都有了自己幸福的家庭和子孙
后代。

我今年 83 岁，我家的变迁是
祖国变化的一小部分， 我也见证
了秀山丽水的每一次变化， 尤其
是近十年来， 丽水在各方面的发
展是日新月异。 我坚信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实现！

（市区 黄美君 83 岁）

杨青摄于庆元县竹口阜梁桥

� � � � 请你将 1-8 这八个数字填入
方格中，在数字不允许重复的情况
下， 使横行和竖行的答案都等于
4，你能填出来吗？

智力冲浪

扫扫加入桑榆群
众多活动等你来

� � � � 处州晚报桑榆读者群正式成
立，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将组织丰富
多彩的文娱活动， 以打造中老年人
快乐生活的崭新平台。扫描二维码，
加入进来吧，众多活动等您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