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家的“光盘约定”

编辑老师：

多年以来，我们家一直坚守
勤俭节约这个传统，还制订了一
个“光盘约定”呢，要求所有家庭
成员互相监督、及时提醒。“光盘
约定”的内容，就是提倡勤俭节
约，就餐时一定要吃干净、不浪
费。“约定”还延伸到生活的其他
方面，只要是浪费行为，一律要
及时纠正。

有一次， 俺大爷在我家吃
饭。 就在大家吃饭的时候，我觉
得有些饱了，就放下碗筷，想离
开桌子。这时，爸爸看了看我，随
手指了指碗。我当然明白爸爸的
意思，知道爸爸肯定看到我碗里
剩下的米粒了， 便摇了摇头，抬

腿就想走。可刚才还笑嘻嘻的爸
爸突然沉下了脸， 严肃地对我
说：“众众，你可知道‘一米一饭，

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
物力维艰’这句话？要知道，这些
米可都是农民伯伯辛勤劳动换
来的！你怎么能浪费呢？”坐在一
旁的大爷和妈妈也都看着我，目
光里满是对爸爸的支持与肯定。

听了爸爸的话，我只好羞愧地坐
下，悄悄地把剩下的米饭吃得一
干二净。

还有一次， 爸爸请朋友吃
饭，点了很多菜。饭后，我和妈妈
想打包。 而这时，略带醉意的爸
爸把手一挥， 说：“别打包了，就
那点菜，不要了。 ”我一听，心想

一向“小气” 的他今天怎么了？

哦，是不是为了面子？ 可那也不
行。 于是，我故意带了点怒气对
爸爸说：“爸爸，你知道农民伯伯
为了那点菜， 要付出多少心血
吗？要播种、浇水，要施肥、打药、

收割，多辛苦啊！ ”我用其人之
道，还治其人之身，义正辞严地
让一贯雄辩滔滔的爸爸服了气，

让妈妈打了包。

还有一个故事。 去年，我大
姑家的表姐贝贝与一个小伙约
会。 据说那小伙是个“富二代”，

长得也挺帅。 第一次见面，那小
伙特别热情， 点了满桌子的菜，

就他两个人， 花了
800

多元钱；

第二次，那小伙更“大方”，还邀

请我表姐的好几个同学参加。这
次就更讲排场了，剩了一大桌子
饭菜不说，还邀请大家去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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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城去唱歌、跳舞。后来，那小伙
再约我表姐的时候，表姐干脆拒
绝了。 我问她为什么，表姐笑着
说：“他花钱大手大脚， 没节制，

让人觉得很浮华、不可靠！ ”

听了表姐的话，我陷入了沉
思：对，我们从小就要养成勤俭
节约的好习惯。 因为，这体现一
个人的基本素质呀！

读者：侯泽众

本报老年记者钱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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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处好停车？

前几天我和老公去家附近的一个购物
中心购物。老公把车开到购物中心门前，他
对我说：“购物中心的地下停车场停车费又
涨了， 你这个购物狂逛一次购物中心起码
几个小时，我这停车费少说也得三十几元。

我开着车在附近转悠一下， 你买完东西之
后给我打电话，我马上过来接你。 ”想想老
公的话也有道理， 我逛购物中心一下子出
不来，这大把的停车费花得是有点冤枉。可
我转念一想，老公在路上转悠几小时，停车
费是省下来了， 可这几个小时烧的汽油也
要不少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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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公看出了我的心思，他笑着
说：“我又不会总开着车转， 一旦我找到了
免费停车的地方，我就把车停下来，我还可
以趁机休息一会儿。 ”

老公的主意不错，我于是下了车，高高
兴兴地去逛购物中心了。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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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小时我
拎着大包小包的商品在购物中心门口给老
公打电话，让他赶紧开车过来接我。没想到
电话那头老公却说：“老婆， 我看你还是坐
出租车回吧！反正是个起步价。”“你路上出
事了吗？ 现在在哪儿？ ”我着急地问老公。

“我没事，现在正在家休息呢！”老公说。“你
不是说就在购物中心附近转悠吗？ 怎么回
家了？”我有点生气地说。老公叹了口气说：

“哎！ 我的确是开着车转悠，可一路上一直
没有看到有免费的停车位， 我只好继续开
车，开着开着我就把车开回了家…… 我们
小区停车是免费的，老婆你懂的……”

听了这话，我晕了。 （卢素玉）

蛇年短信友情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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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记得，虎年春节之际，我匆匆给廖永
亮同志发去一条手机短信“牛去青山芳草
地，虎啸春早庆余年！”谁知，廖主席竟兴致
一改为“牛奔青山牛气在， 虎啸春早虎生
威。 ”此联不仅平仄声律准确，而且意境升
华贴切。

转瞬，蛇年即至，大家情不自禁地用手
机发短信拜年，互相祝福。 发短信拜年一
可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增厚情谊；

二是一个很好的文化交流的机会和平
台；三能增强个人凝练文学修养之功夫。现
将蛇年我收到的短信内容节选如下， 供好
友切磋。

著名青年诗人丁梦同志传来“有幸一
起游弋在文学的海洋里， 沐浴在诗词文化
的春风里，也是人生一大喜事也……”武汉
大学中文系教授钱治安同志传来“旧岁
龙腾去，新年蛇舞来”、王晓同志传来
“欢欢喜喜辞旧岁，团团圆圆迎新年”、

漯河君学立传来“金龙摆尾逍遥去，银
蛇昂首吉庆来”、安超美同志传来一首吉祥
的顺口溜“瑞雪飘飘新年到，桃花柳絮春
来早，工作顺利身体好，一生安康是个
宝。 耄耋老人原信阳县文化馆长方绍
远同志传来《兴国》和《护神颂》七律两
首；省会诗人姜雪涛传来贺新春“卜算
子”五首，他们在诗词行间里尽显中原
之最、中华之魂，含蓄无穷。一代巾帼孙丽
平同志传来“千祥云集庆有余，百福骈臻贺
新春。”之佳作；尤以著名书法家、我市书协
秘书长熊传明同志传来“春联年年写，写不
尽怀念之意， 短信岁岁发， 发不完问候之
情。”此副联中，不仅富有对联创作之工，而
且，意境深厚，蓄情浓浓。同时，余还收到来
自五里办事处的贺信“栖郝堂社区，享孙楼
山鸡，品佛山春茗，传凤台神话。”此虽寥寥
几语， 但一语点透人们如果欲去贵地光临
的话，毋庸置疑地要去领略最佳的去处，追
塑其千古文化的厚重之源了。

叼诗衔词入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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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燕子，眼前就闪现出那
黑白二色的小精灵，在灿烂的春
光里，或穿花度柳，或贴近水面，

或绕着房檐，剪剪而飞。

自古以来，人们总是把燕子
和春天联系在一起，“翩然归来
报春燕”。

在春天来得较迟的北方，燕
子的回归大约在春社、 清明前
后，“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
明。 ”此时春回大地，万物欣荣，

花红柳绿，春景无限，燕子在天
空划出一道道美丽的曲线。

燕子自来是农家的娇客，

“谁家春燕啄新泥？”人们总是乐
于让燕子在自家屋里打窝。燕子
也爱依人而居， 而且它们记性
好，北归后，一般都会寻找先前
筑巢的那户人家，不忘旧情。“燕
子家家入，杨花处处飞。 ”“秋去
春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窠里。”

它们衔来湿润的春泥， 用杨花、

草茎、羽毛，混上自己的唾液，修

复原来的旧居，开始新一年的生
活。

为迎接燕子入住，北方的一
些农家院不惜破窗，在顶部留下
一个拳头大的圆洞，方便燕子进
出。 不独农村，城市民宅也住有
燕，连王府的府第也容燕子穿堂
入室，“旧时王谢堂前燕”。

燕子丽，体型灵巧，飞行
优美，望之养眼；燕子呢喃，喁喁
的，柔美、细腻，近乎江南的吴侬
软语； 燕子也懂得为客之道，它
屙的屎绝不在主人家乱丢，而是
用嘴叼出去扔得远远的， 乖巧、

懂事，乡人称之为“巧燕”；燕子
不吃五谷，以蚊、蝇、蚜、飞蛾为
食，替人除害，因而家家户户都
欢迎燕子，以燕子“落户”为家宅
吉利。

人说鸳鸯是爱情鸟，其实燕
子伉俪也情深意笃。古人很早就
观察到燕子双宿双栖， 飞则相
随，犹如人之伴侣，故笔下多以

燕子雌雄颉颃为爱情的象征。

《诗经·燕燕》以燕子起兴：“燕燕
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
于野。 ”燕子张开其翼，上下翩
飞；心上人出嫁他人，我送于郊
野。情何以堪哪！晏几道的“落花
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则以燕子
双飞， 反衬恋人的孤独和思
念。

燕子孵卵时，燕子夫妇更是
恩爱无比。 乡居时，我曾见乡人
堂屋里的燕子，雄燕整天飞进飞
出，每次回来，嘴里必衔着食物，

站在窝沿上， 尾巴一翘一翘的，

嘴对嘴地喂食窝里的雌燕，喂
完，一刻不停地又飞出去———一
个体贴而有责任感的“丈夫”。

燕子之间也重情义。乡人告
诉我，孵卵期间的燕子，倘若不
幸失偶，邻燕会来帮忙，替孤燕
孵蛋。 小燕一个个出壳了，张开
乳唇黄口待哺， 孤燕忙不过来，

邻燕又三个五个飞来衔来虫子，

因而燕子被称为“义鸟”。鸟儿尚
能扶助友爱，何况人乎！

小燕一旦出了窝，就不再住
安乐的家，由老燕带领，飞往野
外悬崖绝壁间，进行飞行和生存
能力的训练。 白居易的《燕诗示
刘叟》：“一旦羽翼成， 引上庭树
枝。举翅不回顾，随风四散飞。 ”

小燕长大了须经受磨炼，才能自
立，高飞云天。 燕子很懂得对子
女的爱。

自古及今， 人们喜爱燕子，

赞美燕子，燕子已成为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的象征之一。许多美好
的事物常以燕子比譬，女孩子取
名多以燕称，文学艺术中歌咏燕
子的诗词、音乐比比皆是。 最令
我不能忘怀的， 是童年时唱的
歌：“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
来这里……” 这首由湖北诗人、

学者王路写的《小燕子》，激发了
几代人春天般美好的心灵。

（苗连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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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节期间，
河区金牛山办事处迎
来了民间舞龙舞狮
队， 表演了民俗味儿
浓厚的“舞狮点睛”等
民俗节目， 丰富了辖
区群众的节日文化生
活。 陈军委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