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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儿童节的前一天，我打了儿子的
屁屁，用力地打了儿子的屁屁，打得儿子哭的
是撕心裂肺、诸神动容。在教育儿子这件事
上，好像万般皆下品，唯有敲打高。为人父母
后，虐心的事犹如泉涌，没有最虐，只有更虐，
远远超出了你的控制，折磨得你实在受不了，
做人的底线一步步被突破。

我们这一代，小时候挨父母和老师的打
不在少数，谁要说没点被打的经历，还真是稀
奇。棍棒之下出孝子，被打的方式也是千奇
百怪，巴掌、柳条、竹板等主角你方唱罢我登
台，组合拳和混合打更是家常便饭，硬生生地
练就了我等顽劣之童的铮铮铁骨。

要说挨打哪家强？先将我挨打的经历拉
出来遛遛，大概是小学三年级，具体是因为啥
事挨打已然记不起了，只记得父亲一脚将我
从炕沿踢到了门外，四米多的距离，一脸懵顿
的我，坐在地上四肢发抖，不知所措，甚至忘记
了哭泣，尿了一裤子。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一
位姓周的班主任没少在我身上用力气下功夫，
经常性地挨打，有一次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用竹
板（装橘子的竹篓上抽出来的）将我的两个手
心全部打肿，打了一百多下吧，后来的数字就
是个数字了，火辣辣的手掌已经感不到疼
痛。下课后，又将我单独叫到办公室，接着开
练，那时候的皮手套很少见，算是奢侈品，周
姓老师也是真舍得，一双皮手套被捏在手里，
来回抽打我的脸蛋，可能后来抽累了，亦或是
真心心疼他的皮手套，换用皮鞋踢我。周姓
老师是个潮人，时尚的尖头略微上弯的皮鞋
踢在我身上，那种疼痛无法言述，反复被虐
后，我被准许回家。庆幸，这次我没有尿裤
子，心里万般的委屈无法诉说，甚至一度想到
了自杀，整晚窝在被子里哭泣，后来总算是熬
了过来。大学毕业后的某一天，在街上偶遇
这位老师，我两眼直勾勾地看着他，发现他已
然两鬓斑白、步履蹒跚，毫无当年盛气凌人、
不可一世的样子，“珍藏”在我心底十几年的
仇怨在那一瞬间消散了，人啊！在别人身上

夺走的，最终会被时间找补回来的。
初中开始，我的挨打经历就少了很多，

这得益于我灵智全开，除了英语拖后腿，其
他的科目全面超越同龄人。教英语的是一
位张姓女老师，张老师总是给我开小灶，课
后留下来单独辅导，可惜我天生对语言不感
冒，恨铁不成钢，张老师也只是口头上教育
我，哪怕是一个手指头也未曾动过我。也正
是这位张老师，让我重新开始尊重教师这个
职业，心里积攒的那种仇怨被慢慢化解。高
中的时候，第一次期中考试我的化学成绩全
年级第一，总成绩全年级三十几名，按说成
绩相当可以了，又是一位张姓老师当头泼了
我一盆冷水，和我一样的几个小伙伴被叫到
了办公室劈头盖脸地来了一句，你这次的成

绩为啥不是满分？回头就是一脚，其他几个
小伙伴也是一样的待遇，大家一脸懵懂，什么
鬼？神操作啊，这也太欺负了人。高考后，挨
过一脚的我们都考入了985名校，也算是不辜
负曾经挨的那一脚。

有了这么丰富精彩的挨打经历，我也曾
经暗暗发誓，等自己有了孩子，一定不会对
他动手，也会教育孩子一旦老师动手了第一
时间要告诉我。时过境迁，曾经发过的誓和
吹过的牛，在孩子逐渐长大的过程中，都付
诸笑谈中。打孩子的那一天，一家三口晚饭
后在广场溜达，儿子用遗传自我的小短腿跑
出了飞人博尔特的气质，头上长犄角，脚踩
风火轮，任我和爱人怎么喊都不管用，向着
马路就冲了过去，爱人甩开了膀子追，总算
在他一脚踏入马路之前拉住了他，儿子一脸

得意，满心欢喜，炫耀自己跑得快，爱人只是
嘴里反复给他说马路危险，不能一个人去。
我越靠近他俩，越气不打一处来，一把拉过
儿子，照着屁股就是三巴掌，后果可想而知，
他的整个世界坍塌了，以至于当天晚上半夜
突然就吓哭了。施暴解得一时恨，打完之后
我马上就后悔了，毕竟只是个两岁的孩子，
他的认知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友好的、新奇
的，危险这个词汇还没有进入他的视野和意
识，以一个成人的眼光和评判标准去考量
他，确实有点过了。

教育孩子这件事，并没有普世的标准，
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都有着一定的差异，我
为人父母后，慢慢体会到教育孩子的难，以
祖辈相传的理论和方式来教育孩子，不忘初

心，薪火相传，这种老套的做法不能照单全
收，当有所取舍。教育的首要方式还是尊重，
将孩子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去尊重，平等地
看待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将心比心，孩子走的
这条路也是我们需要重新去走的，这个也能
称之为“不忘初心”。我和爱人的理念在多数
情况下是一致的，孩子毕竟是孩子，现阶段主
要还是以玩为主，辅以安全教育、日常生活知
识传授、健康卫生习惯、文明礼貌用语等，至
于数数字、背唐诗、唱儿歌等这些完全没有必
要，上了学自然有老师去教，完全不必要担心
会输在起跑线上，逼着孩子早早地跑，不如引
导孩子在合适的时间快快乐乐地自己跑。周
遭很多同事和朋友早早地把孩子送往早教中
心，更有甚者对孩子进行双语教学，有必要
吗，人一辈子能有几年简单快乐的日子？不

就是上学前的那短暂时光，咱能不能尊重点
人？能不能推己及人？

在孩子身上的安全教育，我和爱人不遗
余力，一个深入骨髓的安全意识和行为习惯
能伴人一生，这可能得益于我和爱人从事的
工作特殊，整日在和安全教育打交道，耳濡目
染，金贵银贵生命最贵，千好万好安全最好。
凡是涉及到安全隐患的，夫妻两个先排查一
遍，将身边有可能给孩子造成伤害的安全隐
患全部规避掉，反复不断地给儿子重复安全
注意事项，走台阶要慢慢下，遇水坑要绕行，
电梯内不得蹦跳，不得踩踏下水井盖，红灯停
绿灯行，电源插座不得用手碰，厨房电器设备
有危险，尖锐物品不得玩耍，走路注意脚下向
前看，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儿子正处在安全

隐患的认知期，有些安全隐患即使我们反复
强调，他还是会有好奇心，有种明知山有虎偏
向虎山行的执拗劲头，惹得我很是窝火，有时
候他因为不听劝摔了碰了，我也从不去哄他，
督促他养成“自己犯的错误自己扛”的意识。

打孩子，这是第一次，我曾经反复的想
象和憧憬过第一次打孩子的情景，打早了，
他记吃不记打，打晚了，错过了最佳的教育
期，起不到应有的作用。第一次打他，其实
我更紧张，怎么打？打那个部位？用多大的
力度？事后如何弥补？搞得我像谋划星球
大战似的，真到了下手的那一刻，三巴掌下
去，力道啊位置啊啥都没有事先谋划的来，
先打了再说。我特意找了找国内外关于打
孩子的有关法律规定，怎么打孩子不算违
法，各国法律不尽相同，但基本的框架是不

能殴打，适当的物理性的惩罚还是被法律默
许的。好吧，有法可依，儿子，你可别怪我，你
父亲我是个文明人。看看我，为了教育孩子，虚
伪的本质暴露无遗，曾经的誓言都忘了，活生生
的一个伪君子么。

经历了这一次小小的惩戒，儿子确实变
化很大，这两天出去溜达，一到路边就站了下
来，等着我拖着手过马路，嘴里还不停地念叨

“红灯停绿灯行，过马路快快走。”鉴于儿子这
两天的表现，我又默默发誓“老子再也不打你
了”，你看成年人的世界多简单，发个誓又没有
啥损失，还能起到安慰自己不安焦躁灵魂的作
用。哪天我再动手了，不是我的错哦，是儿子
你惹我的，我是有多么不要脸，好吧，玩笑归玩
笑，我不再动手打你了，这次是认真的。

打屁股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负面教育”，
它告诉孩子们，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做了就
会被惩罚，惩罚很疼。除去这种传统的教育
方式，反过来如果家长以身作则做榜样，告
诉孩子应该做什么，做了就会有奖励，比如
我的儿子在表现好的时候，我会奖励出去逛
一次，奖励一粒彩虹糖。孩子会因为自己的
行为，产生强烈的归属感、成就感和自信心。

在打屁屁的手段之外，你也可以采用罚
站、罚坐、面壁思过，不准他玩自己最喜欢的玩
具等等来引导他，但绝不能孩子一撒泼打滚哭
闹就心软，让前面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

说起教育孩子，有孩子的家长在一块总有
说不完的话，经验之所以称为经验，那是别人
在他们的孩子身上总结的，而自己的孩子毕竟
有着不同于其他孩子的特质，自己的情况也不
同于其他父母，因材施教，注意培养孩子的安
全健康生活方式，陪伴他们快乐成长就好了。

愿我曾经吹过的牛和发过的誓在我的后
辈身上永不再来，愿天底下所有的熊孩子有
一个不再挨打的童年，愿每一个父母都能尊
重和善待孩子，让健康欢乐伴随每一个孩子
茁壮成长。

(陕北矿业)

“““昭君泪昭君泪昭君泪”””————沙漠神湖红碱淖—沙漠神湖红碱淖—沙漠神湖红碱淖
神木煤化工 徐晓林 赵小平

水势浩渺，波光潋滟，交织的不止岁月
的歌声，还有历史的光影。站在黄土高原
与内蒙古高原的临界点上，细嗅，聆听，眺
望，毛乌素的沙子依旧滚烫，草原上的牧歌
依旧嘹亮，那一湾蓝天白云、红沙碧水的红
碱淖依旧美丽、端庄。

这一汪摄人心魄的淡水湖泊，是响在
古老岁月中悠扬的风铃，是镶嵌在塞外风
沙里凄美的故事。一位名叫王昭君的千古
红颜，曾驻足在这里，带着和平的使命，作

别中原的繁华，一骑红尘，投身于未知的大
漠。从此，乡关无觅处、唯有梦中留的惆
怅，令她潸然泪下，七天七夜，泪水汇聚成
汪洋，形成了这六七十平方公里的红碱淖，
刻下了留给故土最后的深情。

如今，一曲终了，伊人已逝，但就是那短短
的回眸、深情的一望，便让这片土地成为千年不
朽的传说。而她的一路芳踪，更是绝艳于历
史的传唱，勾勒出“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
无犬吠之警，黎庶忘干戈之役”的和平盛世。

光影故事光影故事

今年，是我毕业
后的第十年。如果时
光能够倒流，让我再
回到那个时候，我还
是一样地对未来充满
了各种期待，还却不
敢想像十年以后的自
己，距离太远，让我遥
不可及。

但是可以肯定地
说，那个时候的我时
常遥望云端，浮想联
翩；现在的我，更执着
于 做 脚 踏 实 地 的 自
己 。 在 成 长 的 河 流
里，我变了许多，也有
很多成为我此生的独
家记忆。我依然会听
那些镌刻了时光印记
的歌曲，会翻看那个时候的课本和日记，
会和群里的同学们寒暄那些青涩的过
去，也会沿着这条并不完美的人生小径
继续走下去……

大学，是我漫漫长路上的一个坐标，
它没有十年前的我想得那么重要，但也
并非完全不重要。一直以来，我不是很
喜欢我的母校，不是母校怎样，而是我高
估了自己的能力。四年中的不知何时，
记不清在哪里我在一处橱窗里看到了大
大的“今天我以母校为荣，明天母校以我
为荣。”曾经的我特别想反驳前半句，现
在的我则特别汗颜后半句。

十年前曾和校友的老乡一起调侃，她
的发小也即将大学毕业，重点是人家是从
北京大学毕业，那些高雅、脱俗、敢为人先
的气质，我们即使脱了鞋赶也望尘莫及。
曾经只有苦笑的份，时至今日我觉得气质
这种东西，更多的还要修炼自己。

毕业后，各种公式、符号、定理就像
时光沙漏一样一点一点偷偷地溜走，到
现在能记起的已所剩无几。不过我并
不担心，就像三毛在《梦里不知身是客》
里写到的：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
多看过的书籍都成过眼烟云，不复记
忆，其实它们仍是潜在的，在气质里、在
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
露在生活和文字中。”很多时候，我总是
简单地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没上四
年的大学，我还是今天的我吗？”

十年前的我，刚从象牙塔毕业，还是
一个涉世未深的孩子，一人吃饱全家不
饿；十年后的我，不仅是我自己，还同时
是一个小家庭里的妻子和母亲。成了
家，我渐渐懂得了宽容和体谅；当了母
亲，我才明白什么叫“女子本弱，为母则
刚”；也正因为有了孩子，才明白了父母
养育儿女的那份艰辛。

十年，其实远比我想得近，来得快。
感觉仿佛昨天才写完的《十年》，只是眨
眼间的光景，又过了一个大学的周期。
闭上眼睛，时间快进的片段在脑海中放
映，我看到母校那扇大门对我开了又
闭；母亲偏黄的头发瞬间染上了霜雪；
我的女儿，从襁褓中跳下，立马长成了
现在小姑娘的模样。一切的一切，都是
马过夹道，只能回首，却无从回头。

以前的我特别偏爱“假如……”“如
果……”之类的句子，可以尽情释放自己
的想象。在时间的涤荡和冲刷中，我发
现自己悄悄地变了，不爱去做太多的假
想或是在事后抱怨如果当初没有怎样。
摸石过河也好、遇樵问路也罢，每一个大
的选择背后都需要一份担当和勇气。

遗憾的是，我没能成为自己小学作文里
的科学家，也没有成为像大学时憧憬的儒雅、
博学的学者，可以埋头书中、潜心研究，也可以
行云流水、泛舟江湖。接下来的十年么，哦，不，
五年为期。十年有点长，我怕慌了自己。

首先，我需要一
份规划的草拟。

（澄合矿业）

孙鹏孙鹏

踏寻初心之路 凝聚奋进力量
——读纪实文学《梁家河》有感

“我人生第一步所学到的都是在梁家河。
不要小看梁家河，这是有大学问的地方。——
习近平”，纪实文学《梁家河》封面上的这句话
深深将我吸引，带着一颗探索的心，我用两天
时间完成了阅读之旅。

《梁家河》真实记录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梁
家河的七年知青经历和梁家河发生的巨大变
化，从头至尾散发着黄土气息，是一部能够吸
引人、打动人、启迪人、感召人的心灵教科书，
是我们学习和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源头活水。

《梁家河》是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的重要读本和行动指南。“作为一
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
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在
《梁家河》这本书中，讲了很多打井抗旱、打坝
淤地、挖建沼气池、办铁业社的生动情节，将习
近平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为民造福的初心、追求
真理的精神、艰苦创业的作风、克难攻坚的意
志以及为国家民族振兴的梦想表现得淋漓尽
致。在梁家河，习近平件件事都办到了群众的
心坎上，以铁一般的担当推动梁家河发生了实
实在在的变化。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是习
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向全党发出的时
代号召，是让广大共产党员铭记“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生动实践。《梁家
河》一书中生动诠释了习近平为民造福的初心
和信念，向我们展示了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和

精神，告诉我们共产党员要做什么，怎么去做。
因此，读好、读懂《梁家河》，是我们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的首要任务。

《梁家河》是党员干部诠释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宗旨，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动
力源泉。翻开《梁家河》可以看到，在梁家河插
队的七年，奠定了习近平坚实的群众基础。在
习近平看来，梁家河的这七年，他有两个最重
要的收获，第一是他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
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第二是培养了他的
自信心。这些收获归结到一点就是习近平的
初心，是为老百姓办事的这种初心。习近平一
路走来，从一个普通的知青到今天成为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拥护爱戴的领袖，就是他始终坚持
了这个“初心”，就像他自己所说的：“从那时起
就下定决心，今后有条件有机会，要做一些为
百姓办好事的工作。”

夏衍在《野草》中说，世界上力气最大的不
是别的，而是植物的种子，它能从石块下长到
地面，而这份力量，是为着向往阳光、为着达成
它的生之意志。可以说，青年时期的习近平就
在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这颗种子就是为老百
姓办实事，为人民谋幸福，就是“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
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立党之本和执
政之基。因此，读好、读懂《梁家河》，是我们党
员干部强化宗旨意识、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精
神良药。

《梁家河》是广大团员青年立足基层、建功

立业、成长成才的生动教材。习近平不到 16
岁就到梁家河插队，一开始并不适应，直到过
了跳蚤关、饮食关、劳动关、思想关，接受了艰
苦生活的磨炼，从一名知青成长成为一名党的
最基层的支部书记，带领全村老百姓去致富。
无论是在梁家河生活，还是离开梁家河以后的
各个工作岗位，习近平每一步都扎根于基层，
去建功立业，没有好高骛远，只是踏踏实实地
把本职工作干好。这种立足岗位、扎实工作的
精神和作风，值得所有青年学习。

在梁家河人的印象里，习近平常看砖头一
样厚的书，吃饭时在看，上山放羊时也不忘拿
书阅读。在梁家河插队期间那么困难艰苦的
条件下，习近平依然没有放松学习，依然能够
认真读书，努力读书。对习近平而言，读书不
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个不断成长、丰富
自己精神世界的过程。他之所以能从一个普
通的知青，最终成为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成为人民的领袖，与他喜好读书，不懈追求真
理是分不开的。坚持读书，读好书，为他的成
长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我们可以看
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种场
合下发表的讲话，都是非常自信的，无不体现
出一种腹有诗书气自华的精神。《梁家河》中描
写的习近平的成长经历为广大青年成长成才
提供了一个鲜活的典型，广大青年应该从这本
书里能够汲取到力量。因此，读好、读懂《梁家
河》是广大青年的必修课。

记得一位学者说过，不管一个人取得多么

值得骄傲的成绩，都应该饮水思源，应该记住
是自己的老师为他们的成长播下了最初的种
子。《梁家河》中，几乎每一篇章都能看到习近
平对梁家河父老乡亲真挚的情怀。“当年，我人
走了，但我把心留在了这里。”“我所记得的，是
乡亲们曾经无私地帮助过我，保护过我，特别
是以他们敦厚朴实的品质影响着我，熏陶着我
的心灵。”在习近平离开梁家河以后，依然深切
地怀念那片他曾经生长过的土地，想着那些曾
经和他共同生活的父老乡亲，他先后 2次回来
看望父老乡亲，4次给梁家河村回信，表达惦念
之情。每每读到这些情节，这份不忘根、不忘
本的感恩之心总是让我眼睛温润，印象深刻。

古人云，学以致用。学习的目的在于应
用，读书的目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应用，希望
矿区的广大党员干部和团员青年能够积极行
动起来，利用工作业余，利用生活点滴的时间，
立足于岗位，多读书，读好书，把所学到的东西
和工作实践相结合，让读书成为工作和生活的
一种习惯，成为做人和做事的指针。学以致
用，知行合一。以新的作风、新的状态、新的业
绩，为黄陵矿业实现“三做一打造”战略目标作
出新贡献。

我们经常引用古人劝学的一句话，“书中
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其实古人还说
过一句更生动的话，那就是“书中自有千钟粟，
书中车马多如簇。”读书吧，读书会让你更加美
丽和自信！

（黄陵矿业）

茶余饭后

毕毕
业业
十十
年年

韩
丽
韩
丽

今天爸爸打了你的屁屁
刘波刘波

岁月悠长

生命的厚度

从五月初三开始
妈妈已经泡好了蒸凉糕的米
五月初四 买上两束艾草
一束挂在门前 一束送给奶奶
五月初五
在渐渐散去的晨雾里
我闻到了妈妈蒸的凉糕味 还有熟悉的粽香
一颗蒸熟的红枣 在粽叶里献上最虔诚的祝愿

伸出右手
五彩斑斓的丝线
一直从五岁、八岁缠到二十岁、二十五岁
端午
那是一种情思的较量

北方的端午
龙舟没法划到干涸的黄土地
粽子的香味
一直向南飘去，飘在三孔窑洞的院子里
交杂着乡愁的味道

端午
热气腾腾的除了粽子
还有远方的牵挂
汨罗江里的诗人
在龙舟的追逐里
看到了他梦中的辉煌

北方的端午
在贫瘠的土壤里
也能开出充满思想的花
那是盛开了千年的
国人的信仰

（陕北矿业）

北方的端午
贾艳贾艳

诗歌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