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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场抽取面值1000元油卡
2、价值4999元车饰大礼包、高档蚕丝

被、自拍杆等百万大奖(无空奖)

报名方式：
1、关注微信公众号“鹰城微车市”发送

“姓名、电话、意向车型”,收到回复信息即为
报名成功。

2、编辑短信“姓名、电话、意向车型”到
15603751862，收到回复信息即为报名成功。

媒体支持：平顶山日报 平顶山晚报 平顶山新闻网 平顶山传媒客户端 平顶山手机报 平顶山微报 掌上鹰城 平顶山日报党报阅报栏主办单位：平顶山日报社 平顶山市汽车行业协会

我常常感叹古人的智慧，
在清明节，
借用天上的雨化作人间的泪，
和世人同悲……

我常常看见急匆匆的脚步，
从外地赶回，
用两行痛彻的泪，
在祖坟前和地下的亲人交会……

我常常感慨一抔黄土，
竟以阴阳的决绝，
把亲人们隔在了两边，
比天地还远……

我常常幻想已逝亲人的灵魂，
能在天堂里，
默默感受着我们的思念，
这就让世上的人有了无限的安暖……

我常常期待着如果有来生，
我们提前做个约定，
依旧像前世的关系定位。
浓浓的亲情，
再用一生一世去回味……

清明寄哀思
◎杜光松

婆婆也是妈
◎马爱峰

去年五一长假，我们一家人去湖南长沙
旅游。到了目的地，先买了一张旅游图。图
中标明曾国藩墓也是旅游点之一。这引起了
我极大的兴趣，因为毛泽东主席曾说过“吾于
近人，独服曾文正”。我曾认真阅读了《毛泽
东传》，传中记载，毛泽东年轻时读过不少曾
国藩的书，还抄写过不少曾国藩的话，对曾国
藩是有一番研究的，所以才有“吾于近人，独
服曾文正”一说。受伟人感染，我决定去探寻
曾国藩墓。

聘请了一位年轻的导游引路，按照旅游
图，直接到了平塘镇。曾国藩墓就在平塘
镇，但具体怎么走，地图上没有显示。导游
说，这个点她一次也没有去过，只有边走边问
了。先问了几位司机师傅，都说不知道；又问
了几位老乡，还说不知道，看来这不是个热
点，去的人少。接着又问了一位年长的老大
爷，老大爷热情地说：“顺着平塘路北，往西北
方向走，经过一个小村庄，看到一个小山丘，
就到了。”谢了老大爷，顺着老人指的方向往
前找。

下了公路，我们把车停在了路旁，顺着土
路往前走，土路弯弯曲曲、坑坑洼洼，很不好
走，用了一个多小时，总算找到了小山丘，沿
着羊肠小道往上走，不一会儿，望到了曾国藩
墓。我们加快了步伐，呈现在面前的曾国藩
墓是这样的：在山丘的背面，用平面石板砌成
的圆包形墓，墓围直径约5米，花岗石围，高2
米。并立碑三块，汉白玉碑心，主碑高 3 米，
刻楷书碑文“皇清太傅学士曾文正公，一品侯
夫人欧阳夫人之墓”，附碑均为龙纹浮雕。
墓葬占地面积约 300 平方米。墓坪东西两
侧原来可能都有建筑，但我们看到的是破坏
后的残迹。有石马、石狮、石虎、石碑的残
迹，还有墓庐四周护栏上铁链被盗后的残
迹。显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破坏后的墓
园，令人唏嘘！

导游讲，政府部门已经作了曾国藩墓规
划修复的计划，并已开始实施，不久的将来，
一个新的曾国藩墓园景区将展现在游客面
前。我想，曾国藩如果地下有知，可以安心
了。导游详细介绍了这块风水宝地——唐朝
时这里曾建有兴国寺，寺院映于绿树丛中，为
唐代名刹，后来被毁；到宋代又复建，名曰伏
龙庵，庵周有八景，非常漂亮，后来庵又被毁；
到清代又重建，改名桐溪寺，因山后桐林茂
密，寺前流水潺潺，山清水秀，环境幽雅而得
名。鼎盛时期，桐溪寺有房100余间，香火缭
绕。曾国藩所葬之地，应是得天独厚的一块
宝地。但世事难料，即使是宝地，也会随着历
史的风云变化有毁有生、有大有小、有盛有
衰，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啊。

我站在墓前的拜台上，默默致哀。此时
此刻，我仿佛听到了他讲，真正的儒家是要先
从做人开始的。曾国藩对自己要求甚严，甚
至是苛刻，他对子女要求也很严，甚至也是苛
刻。曾氏后人人才辈出，与他的言传身教有
很大关系。我仿佛听到了他讲，读书要“有
志、有识、有恒”。他曾说，有志者读书不必择
时择地，读经要有耐心，读史要设身处地，读
百家要专读一人文集。曾国藩生活于变世、
乱世之中，彼时人心惶乱，皆求自保，而他以
实际行动，实现了自己的志向……

曾公，值得一读。

寻曾国藩墓
◎元树林

写在清明节

老有所思

◎辛振江

◎白云霞

婆婆今年76岁，和大多数农村老太太一样，
勤劳朴实、正直善良。她身材魁梧，饭量很大，
干活麻利，从不吝啬力气，鼻子上架着一副厚厚
的近视眼镜，一双大而粗糙的手，从来就没有停
下过。

公公去世后，婆婆便从农村老家来到城里
和我们一起生活。当时儿子刚刚一岁多，如今
已是十五岁的小伙子了。婆婆刚到我家时，我
家在五楼，一个人抱着孩子上下楼很不方便，周
围没有一个熟悉的人，陌生的环境让她很不习
惯。一到周末，她就迫不及待地往老家赶，因为
只有那里才是她魂牵梦绕的家。一句“到家了
——”，从婆婆的口中长长说出，那种气势、那种
韵味、那种惬意，只有在那里生活了几十年的婆
婆才能体会得到，才能琢磨得透。

老公称呼婆婆是娘，自然而然我也随着叫
娘。刚和娘在一起生活时，年轻冒失，说话不注
意，一有不如意就对娘指手画脚，少不了与娘磕
磕碰碰，娘从来不和我计较，用她的宽容来包容
我、袒护我。虽说有了孩子，但有娘照料我一百
个放心，在单位里干工作没有后顾之忧，经常到
处乱跑玩得不亦乐乎。娘在家里留守，让我有
了更多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娘逐渐与周围
的邻居们相熟之后，就到处夸她有一个孝顺的
儿媳，对她怎样怎样好，让周围的老头儿、老太
太羡慕不已。有一次娘悄悄地告诉我：“晓玉，
你在咱村里出名了。”“咋出名了？”“都知道你孝
顺我，比亲闺女还亲，他们都羡慕我。”其实我心
里很清楚，娘把我夸成一朵花，是在潜移默化地
影响我。村上人我根本就不认识几个，人家怎
么会夸我。十几年的生活，我把婆婆当成了亲
娘，娘把我当成她的亲闺女，生活把我们紧紧融
为一体。

娘虽然不识字，但教子有方。她姊妹四个，
家里穷没让上学，以至于错失了很多出来工作
的机会，所以，娘和公公省吃俭用拼命供养几个
孩子上学。村上第一个考上大学的是大哥，老
公也是中专毕业，两个小姑也都是文化人。村

里人都很羡慕娘，儿女有所成就，并且个个都孝
敬娘。我嫁给老公也很知足，他优秀，是娘教育
的好儿子！

娘的视力极差。她的一只眼底已坏好多年
了，另一只做了白内障手术后，也大不如从前。
虽然带着 1700 度的眼镜，但仍看不清东西，仅
靠着一点点弱光来做活。她做饭时菜掉了也
看不见，在手边的东西还经常找不到，时不时
把玻璃桌上的碗、杯子碰倒。我们搬到一楼
后，我只要在家尽量不让她做饭，不让她做家
务活。她看到我下班回来做饭、洗衣、打扫卫
生忙个不停时，总是心疼地说：“别干了，歇歇
吧，别累坏了。”“不干怎么行，又没人替我，地上
脏了看着不舒服。”娘也不吱声，悄悄走到院子
里择菜去了。有时，她怕弄脏地板，连屋里都不
愿进，吃饭都去她的小屋。我多次叫她，她才进
屋吃饭。

娘是个闲不住的人。在农村老家，娘是个
能人，做衣服、剪窗花、剪喜字，村上无人能比，
来到城里后好像英雄没了用武之地，终日感到
百无聊赖。我们在学校家属院住，她无事可做，
就趁学生放学后在学校里转悠，捡点儿瓶子、废
纸、旧书报之类的，积攒起来卖给废品回收站。
我说过她好几次，但她说闲着无聊，仍捡不误。
后来，她又推着小三轮车，在家属院外面的市场
上摆摊儿，卖自己做的鞋垫和批发的小风车、气
球等。随后，又增加经营品种，去市场上批发了
袜子、钥匙链、针头线脑等日用品来卖。遇到阴
雨天气，娘又把收集来的破旧衣服糊在一起，晾
干后剪成鞋样，用她的老缝纫机哒哒哒做起鞋
垫来。哒哒哒……那是娘忙碌的声音，那是娘
的心声。伴随着美妙的哒哒声，娘总算是安定
下来，不再急着回她那老屋。

娘特别有人缘。每次回家小住，村里的叔
伯大娘前来串门聊天的不断，家里很是热闹。
娘也毫不吝啬，把带回来的好吃的分给大伙儿
吃。小娃娃们就爱在娘面前乱跑，蹦着跳着“奶
奶、奶奶”地叫个不停，娘心里乐开了花，拿着零

嘴儿直往孩子们手里塞。曾经有个叫召元的小
伙子给娘说：“奶奶，小时候家里穷，没啥吃的，
到你家来你给我拿好吃的，我一辈子都记着
的。”谁家有困难时娘总会伸出援助之手，村里
好多人都爱和娘打交道，同时他们也用自己的
行动来回报娘。老家的房子没人住，年久失修
漏雨了。娘没空回去，邻居新民叔、留保叔和俊
臣叔没打招呼就找来工具，爬上房顶修缮。等
我们回去的时候，房子已修好如初。前一段时
间，娘不小心摔了一跤，脊柱压缩性骨折，医生
让卧床休息两个月。召元妈妈听说后，急忙掂
着东西大老远地来看娘，她已经近60岁了，平时
没出过远门，这次也不知怎么摸到我家，连饭都
没吃又匆匆赶了回去。留宝叔听说后也让自己
的儿子来看娘。娘有如此人缘，让我着实敬佩，
家乡人的朴实也令我感动。

娘是一个非常要强的人。她在四个姊妹中
排行老大，外婆经常有病，生活重担全压在娘身
上。她告诉我，她14岁就开始去银行跑贷款，给
外婆看病。生产队修水库时，娘争着抢着干，不
输任何队友。在工地上不识字的娘竟是广播
员，经常播一些典型事例，甚至编写顺口溜来鼓
舞士气，比如“同志们来打夯啊，吃的馍菜汤啊”

“同志们加油干啊，干完早吃饭啊”，起到了很好
的加油鼓劲作用。那个年代，菜汤没有油水，根
本吃不饱，全靠娘她们的精神食粮——那股不
服输的精神，战天斗地度过了艰苦的岁月。分
地到户后，娘连割麦都要跑到前头和别人争第
一。即使现在，虽不缺钱，但她连摆个小摊都要
和别人争口气，你来得早，我比你更早，你走得
晚，我更晚，劝都劝不住。其实我们都明白，娘
忙碌了一辈子，已经停不下来了。她只要有事
做，就很开心、很充实、很满足。

十几年来，和婆婆朝夕相处，我们早已经形
同母女。我的婆婆，我的娘，是勤劳朴实的娘，
是坚强如钢的娘，是热爱生活的娘。“轻轻地叫
声妈，婆婆也是妈……”娘早已把我当成了亲闺
女，我们相亲相爱不离弃。

当我老了之后哟，特别是静下来的时
候，思前想后就如同品味一壶老酒。

从中找出精彩的情节，再从中查出不慎
出现的纰漏，更要把经验教训看准吃透。

我在思前想后的时候，用阳光的心态来
统筹。

因为若总是捶胸顿足，晚年得增添太多
忧愁。

只有心态阳光才能在新时代奔小康的路
上阔步行走。

四季如春的美丽中国，更能激发我精神
抖擞。

笑对人生，把生老病死置之度外，晚年的
生活有味自由。

虽然我如今已成了老叟，但心态积极并
不守旧。

玩转微信旧朋新友心得感悟互相交流。
人老了观念更要更新，谁都得顺应时代

潮流。
不束缚子女们的手脚，更不能设置什么

代沟。
常回家看看就是孝顺，这种讲法我很难

接受。
儿女们舍小家为国家，他们努力工作就

是孝顺我这个老朽。
当我老了之后哟，心态年轻更没有退休。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生命不息就继续奋

斗。
思前想后是积蓄力量，是自己给自己加

油。
当我老了之后啊，如同夕阳更要红透！

年年清明忆双亲，泪飞顿作相思雨。1999
年元月，68 岁的母亲驾鹤西去，令我悲痛不
已。2011 年大年三十，86 岁的父亲遽然离世，
整个春节我都沉浸在泪水里。从此，我成了无
依无靠的孤儿，回到老家再也见不到疼我爱我
的至亲。

父亲四岁时爷爷去世，苦命而又坚强的奶
奶一手把他抚养长大。父亲没有上过一天学，
割草、放牛、种地，打短工，当长工，自小受尽了
磨难。母亲是童养媳，也尝遍了生活的酸甜苦
辣，受尽了日子的艰难煎熬，但他们始终善良乐
观，从不怨天尤人。父亲不识字，母亲也不识
字，却竭力供我们读书上学。

那年高考落榜后，父亲没有责怪，母亲也没
有埋怨，他们一再鼓励我复读。八月初开学时，
母亲为我准备好行李，装好换洗的衣裳，拿出卖
鸡蛋攒的钱让我带着。父亲拾掇好架子车，装
了一车子小麦，趁着早晨天儿凉爽，一步一颠顺
着凸凹不平的乡下土路，向四五十里远的县城
面粉厂拉去，让我好拿了面粉厂开的条子交给
学校食堂。

当时，父亲已年过花甲，而且本就腿脚不
便，但他执意自己拉着，我只得在车把上拴根绳
子，走在前面拉梢。我能够考上大学，告别面朝
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来到城里工作，全是双亲滴
滴血汗换来的。

父亲年轻时因为修建水库砸坏了腿，后来
感染复发，生命垂危，在几百里远的省城住了一

年医院才康复。那时条件很差，生活困苦，为了
给父亲治病，母亲不知流了多少泪，作了多少
难。我那时才几岁，母亲带着我来回奔波，为了
省钱，常常徒步。父亲出院时，大夫说，回去后
啥也别干，看着孩子长大就行。但回来后，父亲
依旧出大力、干重活，春耕夏种，秋收冬藏，没有
清闲过一天。母亲既要纺花织布、洗衣做饭，还
要喂猪、养鸡，农忙时节天不明就下地干活，回
来又要烧火做饭，以致过早累弯了腰，走起路来
颤巍巍的。

父亲母亲把我们兄弟姐妹六人抚养长大，
付出了怎样的辛苦，经过了多少艰难，有谁能够
知晓？曾记得，母亲生小妹后大病一场，经历了
生与死的挣扎，父亲急得没办法，一夜间老了许
多；曾记得，大哥那年患病住院，恰逢春节天寒
地冻，父亲一人在医院照顾伺候，母亲整天提心
吊胆，寝食难安；曾记得，为盖房子，父母像燕子
衔泥那样，一点点积攒砖瓦、木料，才盖起几间
大瓦屋。如今，风雨沧桑岁月变，屋子还在父母
难见。

十多年前母亲患脑血栓，在母亲生病的两
年里，我每次回去母亲都嗫嚅着，似乎有很多
话想说，却说不出。母亲走后，老家院里，父
亲一人生活。逢年过节，曾经热闹的老家，只
有父亲一个人默默度过。父亲从摔倒生病到
离开人世，前后不到五天时间，我们做子女的
想尽一点孝心，也没有机会。从大年三十到
正月初四，我们守着父亲的灵堂，回忆着

清苦一生的父亲、母亲，忍不住潸然泪下，痛
哭失声。

“却把长条攀折遍，才道相思始成灰。”父母
合葬在村前的一块麦地里，头枕青山，脚蹬小
溪。每年清明节前，我都会来到父母的坟前，看
着早已荒草萋萋的坟丘，默默地想念爹娘，情不
自禁流下眼泪。在泪眼蒙眬中，慈祥的双亲是
那样的近，又是那样的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