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2.14

星期五

责编：樊慧君 创意：李珊玲 质检：

E-mail:xywbnews@126.com

花 蕾

B4

王君

��������

姚珑

� � � �

午饭后，推开两扇

窗户，霎时一股惬意的

风覆满全身。雨过天晴，地面虽还潮湿，

但大街小巷早已恢复了往日的生机。车

水马龙，沿街叫卖的小贩一个个活灵活现……

不知为什么，我的眼球被一个卖梨的男人吸引住

了。 这个男人四十岁的样子，很像个农民，灰黄的脸，

很深的皱纹，宽粗的肩膀上扛着扁担。 他有些与众不

同，也不叫喊，就一声不吭的站在那儿，像一棵笔直的

青松。

一个青年走了过来， 一边玩弄这梨一边问：“喂，

你这梨甜不甜啊？ 看着挺好，不知口感怎样！ ”

男人木讷的脸突然泛红，没好气地说着：“我这梨

都是土生土长的，没撒过农药，甜的酿人嘞！ ”

青年自知理亏，说：“那给我来五斤。 ”

青年给了张五十元的新钞票，提着梨就跑了。

男人摸了摸钱，发现是张假钞，喊道：“同志，你的

钱……”我本想青年会回头看看，没想到他的脚步更

快了，头也不回就跑了。

我想：那个男人肯定会把假钞找给顾客吧！ 便饶

有兴趣的看了下去。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出乎我的意料：男人

不假思索地将假钞撕了，不禁使我肃然起敬。

就这样，这条街的行人车辆来来往往，都经过那

位男人，却都没有注意到他。

黄昏，那男人还有半担梨，他坐在人行道上，迎着

秋风瑟瑟发抖……

夕阳也渐渐散去， 马路两旁亮起昏黄的灯光，照

射着冰冷的大地；明月缓缓升起，惨白暗淡的月光像

是在向造物主控诉着人间的不公；星星好奇地眨着眼

睛，更像个顽皮的孩子，不识人间疾苦……

“把梨买回来吧！ ”我对妈妈说。

“咱家梨多着呢，吃不完！ ”

“买，必须要买。 ”不知怎的，我的态度十分坚定。

“好吧！ ”妈妈极不情愿地下楼了。

灯光、月光、星光……这个男人在我眼中忽然高

大起来……

汪显峰 信阳市第十三小学六（

8

）班

指导老师 陈文俊

教师感想：

“留守儿童”，这几年频繁出现在

报端，往往被贴上了性格内向、冷漠孤

僻，胆小怕事，我行我素等标签 。 透过

本文 ，我发现了一个留守女孩对家

庭亲情的渴盼和对父母不能陪伴的

哀怨。 这是一位有担当 、能自立的家

长姐姐 ， 一个装满沉沉心事的懵懂

少女。

小作者撷取生活中弟弟吃糖和给

妈妈打电话两个场景，娓娓道来，写活

了童稚无邪、爱吃嘴、牛脾气的弟弟，

也透漏出外出务工人员的无奈与艰

辛， 更多的反映出留守家乡孩童对家

庭生活的渴望，对亲情的呼唤，对精神

生活的追求！

辅导老师：申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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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说：“阅读是孩子最珍

贵的宝藏 。 ”阅读可以丰富我们的

精神世界 ，拓宽我们的视野 ，提高

我们的生活品位，一个人的精神发育

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从小养成阅读习

惯的人，认知、语言、能力会特别强，

一生受用无穷。 接下来，我为大家推

荐一本我最喜欢的书，它叫《时文选

粹》。

《时文选粹》是超值典藏版大全

集。 为什么它是超值典藏版大全集？

因为它汇集了经典故事，注释了人生

哲理。

《时文选粹》选编了古今中外故

事中的精品，文字清新隽永，读后令

人回味无穷。 每篇故事篇幅短小，寓

意深刻。 在茶余饭后，休憩品读能让

人的心灵为之震颤，醍醐灌顶，能陶

冶人的情操，历练人的性情，厚实人

的底蕴，纯粹人的精神，完美人的灵

魂。

《时文选粹》博采百家之灵气，

荟萃文化之精髓，古今中外，万千气

象，云集其中。 连缀在字里行间的吗，

是精神之钙。 读它，可以使人变得心

性强健，刚强勇毅，淡定的面对生活

呈现给自己的一切。 即便真的遭遇了

人生的不幸，也会泰然自若，从容应

对。

《时文选粹》是我最喜欢的一本

书，希望你们也能喜欢上这本书。

施冠赢 信阳市第十三小学六

（

5

）班

爸爸妈妈，

过年了，回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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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午，我从学校领了通知书刚到家，隔壁的汪叔

叔就拎了一大包东西过来。 他是刚刚从北京打工回来过

年的，和我爸爸妈妈一个地方的。

“吴佳，你可真的无家啊！ ”汪叔叔看见我，微笑着

说，“过年菜市场生意忙得很，你爹妈又不回来了。 忙起

来，饭都顾不上吃，没办法照顾你姐弟俩，就不接你们去

北京了。 打个电话给你爹妈，就说东西收到了。 ”说完，汪

叔叔把一大包东西放在门口，走了。 我站在原地默默地，

一动也没动。

弟弟带着一群小伙伴围了上来， 把包翻了个底朝

天。 里面是一盒棒棒糖和两套衣服，一套我的，一套弟弟

的。 弟弟把衣服丢了一地，却把那包糖拿进屋里藏了起

来，手高高地举了一个棒棒糖跑出门了，身后跟了一群

小伙伴。 弟弟很开心，小伙伴自觉排好队张大嘴巴，弟弟

先把棒棒糖放在嘴里狠狠地吮吸了一下， 然后拿出来，

从前到后让小伙伴一个一个的轮流舔。这样不卫生，我制

止了好几次，弟弟总说是幼儿园老师教的，有好东西要大

家一起分享。他才刚刚上半年幼儿园小班，已经不服我管

了，我说一句他能顶撞好几句。 我看见他们很开心，也就

没说他们了。

拿起地上的新衣服，我在身上比了一下，裤腿刚刚

到膝盖下面的小腿肚，弟弟的却是开裆裤。 爸爸妈妈每

一次给我买的衣服总是小很多。

我把电话打过去，是妈妈接的，很吵闹。 “啥事啊！ ”

“妈，你给我买的衣服又小了！”“咋又小了呢，看着照片上

个子也不高啊！ ”“妈，那是去年的照片，过了年，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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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了。我弟上幼儿园了，老师不让穿开裆裤。”“哦，咋都长

那么快呢！ 好了，忙死了，晚上打给你再说啊！ ”

我好想说，爸爸妈妈怎么能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多高

呢。 我还想说，我不要新衣服，我只想爸爸妈妈看看我的

通知书。 我还想说，爸爸妈妈，过年了，回来吧！

可是电话里传来的是“嘟嘟嘟”的声音。

吴佳 固始县南大桥乡陈营子村小学六年级

我最喜欢的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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