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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彩时光 □谢伟

陪父亲聊天，谈起

往事，父亲长叹了口气，

说：“我活了 60 多岁了，

也没啥成绩，可以说是

一事无成。瞧你王叔和

张叔，年轻时出去闯世

界，挣下了一份家业留

给儿孙们，真让人羡

慕！”

父亲脸上流露出失

落的表情，显得更苍老

了。我心疼地安慰父亲

说：“90%多的人都是平

凡人，有几个人能有大

成绩？平平淡淡才是真

嘛！”父亲依旧叹气：“真

不知我这辈子都干啥

了！”我心里忽然有些发

酸，这是父亲平生第一

次“低姿态”跟我说话，

这些年来他努力撑起强

大威严的形象，是我们

心中的偶像。看来，父

亲真的老了。

回顾父亲的一生，

虽然没有做过什么轰轰

烈烈的大事，但足以让

我们敬佩。我突发奇

想，不如给父亲列个“成

绩清单”吧，这样可以安

慰他，帮他调整心态，还

可以帮他找回自信，重

新积极地面对生活。

我把父亲一生的成绩逐条罗列：养育了三个

女儿，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们姐妹勤劳善良，乐观

坚强，都拥有自己幸福的小家庭；父亲是个非常孝

顺的儿子，尽心照顾祖父母，让他们安享晚年；父

亲还是一位好丈夫，他宽厚温和，没有任何不良嗜

好，给了母亲想要的幸福。

父亲的每个人生角色都是成功的，这难道不

是最大的成绩吗？我继续列出父亲这些年做的一

些大事：父亲是出色的瓦匠，四邻五乡的很多房子

他都参与建造过，尤其是村口的小楼，特别漂亮，

里面有父亲的功劳；那年庄稼收成不好，祖父又生

了大病，我家日子过得极为艰难，父亲勇闯山西打

工挣钱，帮家里渡过难关；那年父亲去外地取经，

开始种大棚草莓，带动村里人种大棚草莓，村民们

陆续发家致富，父亲是名副其实的致富带头人；那

年西瓜大丰收，很多西瓜卖不出去，父亲张罗了大

车，带领种瓜户去大同卖西瓜，解决了大家的难

题，受到大家的夸赞……不列不知道，认真罗列父

亲的“成绩单”，我发现父亲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这些成绩，是平凡人创造的不同寻常的价值，值得

一生铭记。

我把满满三页的“成绩清单”交给父亲。父亲

看了，眼神里流露出惊喜。他看完之后无限感慨

地说：“难得这些事你还都记得！我这辈子东奔西

走，也做了不少事啊。其实每个平凡的人都是这

样的，看似没做什么，一辈子忙忙碌碌，其实也有

价值！”我说：“可不是嘛！咱们不能用钱来衡量人

生价值，你说我王叔和张叔挣了不少钱，但他们失

去的也不少，养育儿女他们付出的不多，也没能在

父母面前尽孝。”父亲点点头，我又动

情地说：“爸，您虽然没给我们很多

钱，但却给了我们最宝贵的东西！”

父亲笑着说：“看完你列的‘成绩

清单’，我有个想法，我也给自己列个

‘心愿清单’，趁着现在还不太老，我

还想做不少事呢！以后的日子，我打

算一样样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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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闺蜜问我：“你是‘三瓶女人’，还是

‘三养女人’？”“三瓶女人”指的是年纪轻轻是

花瓶、人到中年是醋瓶、人老色衰是药瓶的女

人。“三养女人”指的是修养、涵养和保养都不

错的女人。

认真思考后，我说：“平心而论，我绝对不是

‘三瓶女人’。但是，离‘三养女人’的标准，尚

有差距。”

在我心里，闺蜜才是一位真正的“三养女

人”。她一向注重自身修养，无论走到哪里，身边

至少随带一本书，有空儿就翻两页。她说，给心灵

“加餐”很重要。她脾气极好，从不跟人发火。夫妻

间起了冲突，无论心里多委屈，她从不会狂喊离婚

或赌气回娘家。她说：“夫妻零距离接触，有点摩擦

很正常。”她一向注重保养，常去健身、郊游、跳民族

舞……身边有这样的“三养女人”做榜样，我有信心

会成为“三养女人”。

以前我读书，常常一目十行，贪多求快，其实读

得不深不透。现在我重视认真阅读，边读边思

考，心得颇多。以前与老公拌嘴，我的嗓门特别

大，而且一生气，我就狂喊：“离婚吧，咱们离

婚！”现在不同了，他发火，我就出门，在小区花

园里静坐一会儿。花香袭人，能够很快平复我

的心绪。静静地回想两个人一路走来的不易，

我懂得珍惜。过一会儿回到家中，老公火早消

了，晚饭已做好。看见我进门，他歉疚地说：“我

以为你又跑回娘家了呢！”我回应：“一点小事儿

没必要惊扰娘家。”我平静地坐下吃饭。他忙不

迭地为我夹菜，说：“可不是嘛！”饭后，他抢着洗

碗、拖地，我则优雅地为他泡好一杯咖啡，香气

扑鼻。他欢喜地说：“老婆，你变了，变得温柔

了，比以前更可爱了。”说到保养，我有三大心

得。爱上素食，身体轻盈，这是一。家里有车不

常开，时常步行上下班，这是二。健身不去健身

馆，小区院内，办公室，家里，随时随处可以健

身，这是三。

不断地向“三养女人”的境界靠拢，我的婚姻

日趋美满幸福。生活中朋友越来越多，我无比快

乐。职场生涯愈发顺利，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心

情特别愉悦。

做一个幸福的“三养女人”，我的人生更美好。

□夏爱华心 香一瓣

“值班室已清扫，门把手、电脑、沙发、桌椅等

已消毒，请放心使用。”

这是同事小史在疫情期间值班交班时，在单

位工作群上的简要汇报，并上传一张整洁的值班

室图片。

而其他值班人员纷纷效仿，交值班形成认真

严谨的模式，让所有参与者心情特别舒悦。

这让我想起了老家高岭村临时组建的一个

四五百人的微信群，两个多月来，村民们一直坚

持以家为单位，每天分上午和下午自觉地待在

家里用村干部免费发送的体温表测体温，并将

自家所需购买的各类物资一同上传到群里，由

村干部和志愿者统一采购，再送货上门，有效地

防止了人员流动。正是由于这些村干部的措施

得力、服务到位，村民们的积极配合，该村成

为“无疫”村。

记得上小学六年级，我们最喜欢运动就是田

径接力赛。体育老师每次在赛前都会强调：“当你

在交棒的时候，并不是只把棒交出去就好了，而是

要让接棒的队员怎么接得舒服，如何不影响赛跑

的速度才是最棒的！”

是啊，一个好的接力运动员，一定是一个称职

的搭档、一位优秀的合作者。在交棒的时候，时刻

想着如何让自己的队员接着舒服、跑得更快、成绩

最好。与人交往也应如此，多替别人想想，做优秀

的合作者。

我认识一位的士张师傅，同另一位师傅合伙

开出租车。张师傅每次在换班前，总喜欢把车内、

车外打理得干干净净。有时需要洗车，他宁可少

跑一单，也要把车洗干净后交给对方。刚开始，对

方并没太在意，时间长了，对方觉得不好意思，也

在每次交班前，将车内、车外清理干净。这样一

来，由于他俩配合默契，开的出租车始终保持着里

外整洁，而且服务态度好，“回头客”自然多。

其实，像张师傅这样的人就是优秀的合作

者，他想的并不是抢时间多拉客多赚钱，而是让

接班者开着清洁的车去载客，尽可能为乘客营

造更舒适的环境，用真诚和服务赢得更多的“回

头客”。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无论是班子成员之间

的搭档，夫妻或家人之间的相处，还是同事之间

的交往，总有那么一些人，在与别人合作时，不

能坦诚相待，生怕别人占便宜自己吃亏，时间久

了，一旦识破，必将成孤家寡人，没人愿意与其

共事。

多替别人考虑，让别人获益更多的人，必然会

得到别人的尊重和信赖，就如黑夜里的明灯，寒冷

里的暖风，照亮着路人，温暖着朋友，成就了自己。

况 味人生 □卢林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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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几个亲如兄弟的老工友相聚，酒过三巡，我们

念念不忘地谈起三线厂时的岁月。

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秋天，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积极

响应党的召唤，志愿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当时，我怀着

满腔热血，来到一个正在建设中的“三线厂”工作。工厂指

挥部设在老乡的一间窑洞里，职工食堂就在生产队大院里，

职工家属借住在老乡的窑洞里，或者住帐篷。在那激情涌

动的岁月，我们为了赶超工程进度，经常吃住在野外。

有一天，我突染重感冒卧床不起，一天一夜水米未

进。我被抬送到卫生所输液，直到第二天早上才退烧。

守在我身边的师傅和工友们问我想吃啥，我却不吭声。

师傅着急地问我：“你这是怎么了？”我这才眼泪汪汪、吞

吞吐吐地说：“我想吃咱娘做的炝锅面。”师傅笑着说：

“这好办，我这就回去让你师娘做。”就在大伙争先恐后

地都要去给我做炝锅面的时候，师娘急匆匆地拎着保温

饭盒来到我面前，笑眯眯地说：“快趁热吃师娘给你做的

炝锅面，师娘特意放了鲜姜和葱花，一发汗就好了。”当

时，我越看师娘越像我娘，也不知道是激动还是委屈，那

禁不住的热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洒落下来。

20世纪 80年代初期，工厂进入边基建边生产的时期。

当时，每个职工的工资都很低，除去一家人的生活支出，所剩

无几，还有的家庭钱还不够维持正常生活开支。如果家里遇

到突发事件急需用钱，那可是“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因此，

我们车间成立了职工互助会，每人每月拿出5元钱，交给车间

互助会集中掌管，专门用于济助生活上有困难的职工。

记得我们车间有一位家在农村的机电维修工，平时我

们都亲切地叫他李师傅。有一天，李师傅的妻子突然出车

祸住院，邻居拍来加急电报催他回家。李师傅请好假匆匆

离去。车间互助会知情后迅速开展募捐活动，然后，由车间

党支部刘书记和工会主管车间互助会的我带着全车间职工

凑的300元互助费亲自送到李师傅的手中。当时，李师傅正

愁没钱交押金。他激动地紧紧握着刘书记的手说：“从今往

后，我就把我这一百多斤交给咱们车间了！”

位置偏僻，生活艰苦，任务艰巨……这是当时“三线”生

活的写照，可集体的温暖、精神的充盈、真情的滋养，让这种

生活成为浇灌心灵的幸福之水，永远流淌于记忆中。

我的母亲一生勤劳善良，宽厚待人。尽管识字不多，

却懂得很多做人的道理，她常说“憨有憨福”，“憨厚传家

远”。上过私塾的父亲打小就告诫我们：“人做善事，福虽

未至，祸已远离”。

上世纪70年代，多年不孕的大姐终于有了孩子，她带

着保姆和孩子一起从外地回到娘家。恰好乡下表姐趁着农

闲来县城采购物品，顺便在我家小住。当表姐收拾东西准

备回乡下时，突然发现采购完物品后剩下的十元钱不见

了。那个年代十元钱，对一个有固定收入的人来说都不是

一个小数目，更何况是一个农民，她要卖多少粮食才能攒下

十元钱呀！表姐老实木讷，只流泪不说话。中午父亲下班

回来听说了此事，大姐提出去询问保姆，父亲不许。母亲把

垂头丧气的表姐喊来，父亲面带笑容告诉表姐：他在下班回

来的路上，正好捡到十元钱。年少的我对表姐的钱失而复

得特别高兴。后来我才明白，父亲哪里捡到了钱，不过是老

一辈人为人处事有讲究，宁可自己吃苦受累也不愿让他人

伤心难过。

其实我家并不富裕，人口多，底子薄，母亲无正式工

作，姊妹五人，两个下放农村，二哥和我在校读书，只有大

姐上班成家了。普通职员的父亲每月还要从不多的薪水

中，拿出一部分赡养祖母，多亏母亲勤俭节约，精打细算，

虽是粗粮咸菜总算能够填饱肚子。

我上小学的时候，一位多年不曾走动的乡下远亲来

城里找父亲帮忙。他家年过三十的儿子终于定了亲，但

女方家索要彩礼单中有一辆自行车。那时自行车要凭

票购买，只有吃商品粮的城里人才有机会分得一张购物

票。原本遇事不肯张口，一个很要强的农村汉子,为了

儿子的婚姻大事，不得不拉下脸来求人。已是儿女成群

的父亲，深知他的难处。寻思片刻，诚恳地对他说：“我

刚买一辆永久牌自行车，骑了十多天，如不嫌弃权当贺

礼送给新人……”

小时我们住的大院中搬来一位孤寡老人，她人老话

多，不讲卫生，大人孩子大都不待见她。可我的母亲却常

分派我给她送吃的，闲暇时还为她缝补衣服，换洗被褥。

母亲常说：“人都有年老的一天，对待长者必须尊敬，不可

怠慢。”

憨厚传家远。我的父母都是普通百姓，他们虽然很

平凡，却用最朴实的话语，言传身教，引导儿孙们做一个

善良宽厚的人。

难忘三线厂的岁月难忘三线厂的岁月

憨厚传家远憨厚传家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