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8月14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吴雪梅 版面设计：朱骋远 10新闻热线 2151666

桑榆情·常青

遥远又温馨的“竹篮年代”

阅读提示

竹篮，顾名思义，就是用竹编织成的篮子，
是供人们上市场买蔬菜和食物之类装置用的。
竹篮虽小，却是人们必不可少的“家当”之一，
透过这扇小小“窗口”，展示的是千家万户的小
日子。

� � � �雨天买菜， 两手拎回六
七个颜色不同的塑料袋。 回
到家门口， 雨天地面既湿又
脏，无奈扔下雨伞，拎着碍手
的塑料袋， 捏着钥匙一时难
以插入锁孔， 突然让我想起
久违的竹篮来。

竹篮，顾名思义，就是用
竹编织成的篮子， 是供人们
上市场买蔬菜和食物之类装
置用的。 随着季节的交替，篮
里的色彩花样也不停地变
化。 春天，装满青翠嫩绿的各
种蔬菜；夏日，装满绿色的黄
瓜、 黄色的苦瓜、 紫色的茄
子； 秋天， 装满红色的西红
柿，黄灿灿的玉米，绿油油的
菠菜；冬天，装满瓜子花生糖
果红枣桂圆等年货； 竹篮里
常年不变的有鸡、鸭、鱼、肉、
豆腐……

竹篮虽小， 却是人们必
不可少的“家当”之一，透过
这扇小小“窗口”，展示的是
千家万户的小日子， 烙下的
是老百姓生活的富足与贫
穷， 丈量着居家过日子的甜
蜜和艰辛。 孩子长身体时期，

计划经济还未退出历史舞
台。 妻子买菜回家，他们第一
眼搜寻的是竹篮里有没有好
吃的东西，但无数次都“竹篮
打水一场空”。 听到孩子的声
声叹息， 做母亲的只有好话
安慰，“别嚷，明天会有的。 ”

牢记竹篮伴随我们度过
的印记， 将日子一天天装进
竹篮里。 竹篮里不断变化的
色彩和芳香， 年年记录下父
母的关爱情， 竹篮里的日子
伴随着子女们走进书本的奋
发期， 走进青春时代的恋爱
期， 走进人与人之间的友谊
期。

改革开放， 掀开新生活
的一页。 但那时竹篮仍是人
们上菜场时普遍使用的竹器
品。 竹篮里开始呈现出令人
眼花缭乱的色彩， 折射出人
民生活一年比一年红火，一
年比一年滋润， 一年比一年
美满，一年比一年幸福。 竹篮
牢固实用轻巧，且价廉物美，
可反复使用；即使油腻了，沾
上洗洁精用开水冲洗，“旧貌
换新颜”；即使数年后竹篮粉

身碎骨，还可当引火柴；最终成
了垃圾，也不会污染环境。

竹篮里盛满父母劳动的艰
辛和汗水，也见证老百姓从节衣
缩食到丰衣足食的发展历程。随
着现代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和
市场物资供应的丰盈，竹篮逐渐
淡出人们的视野，被一些大小不
一花花绿绿的薄膜袋取而代之。
它们虽然方便， 但非常不环保，
渐渐地被越来越多环保人士所
鄙视。

现今，竹篮已远离我们的生
活世界，但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
竹篮，它温暖了我人生最艰辛的
岁月和最富有人情味的日子。当
年，父母用竹篮里的色彩花样传
递着劳动的艰辛，酿造着生活的
甜蜜，装点着生命的色彩，固守
着环境的圣洁，为我留下了无数
段真实又遥远、温馨又美好的竹
篮年代的时光。远去的竹篮将留
存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中。

希望有一天，我们又能看到
菜场里每个人都拿着竹篮买菜
的情景。

(市区 王永健 69 岁）

� � � �央视主持人董卿，每晚睡前
都会安静地看上一小时书。 有人
问她是怎么坚持的，她说无所谓
坚持，习惯了。 好一个“习惯了”！
习惯的力量真是无比强大。 教育
家叶圣陶说：“好习惯养成，一辈
子受益；坏习惯养成，一辈子受
害。 ”令人遗憾的是，大凡养成损
及他人坏习惯的人，往往都缺失
知耻之感。 仅以个别养犬者为
例， 若不出台相应的处罚条例，
要让其遛狗时自觉做到手牵犬
绳，清理狗屎，恐怕难度较大。 由
此可见，从小养成好习惯多么重
要，痛下决心改掉坏习惯多么重
要！

（市区 徐龙年 76 岁）

您的经世感言，我们来刊登 ，
欢迎投稿 。 来稿寄： 丽水市
中山街北 126 号丽水日报报
业传媒集团 704 办公室处州
晚报编辑部桑榆情版收； 电子
邮箱：C215166610@163.com。

� � � � 8 月 8 日 5 点 10 分 ，在
市区南明湖健步道上， 看到

对面的厦河塔红霞缠绕 ，只
觉得此景只应天上有， 迅速

按下快门，拍下这张红霞绕塔
图。 （市区 叶宏明 66 岁）

红霞与厦河塔

扫扫加入桑榆群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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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云山乘凉
夏日林湍好纳凉，
蝉鸣鸟语睡莲香。
稚童戏水无忧绪，
老叟聊天有庾肠。
古寺门前谈世俗，
闲亭柳下话沧桑。
与君结伴云山处，
坐等西边俏夕阳。

（遂昌 刘为民 64 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