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地址：平顶山市建设路西段268号 印刷：平顶山日报社印刷厂(建设路东段平顶山日报社新址院内) 广告许可证：002 邮编：467002 零售价：每份1.5元
新闻中心 4973515 4973509 4973507 传真 4973573 摄影部4935472 广告部 4963338 房地产工作室4973518 发行部4965269 上期开印：1:50 印完：4:20

16 时评·副刊 2022.1.20 星期四 编辑 张骞 校对 海飞 E-mail：wbfk@pdsxw.com

家居湛河岸边，总喜欢到湛河堤
上散步游赏。堤岸上花木品种多样，
有人工栽植的也有野生的，有叫得上
名儿的也有叫不上名儿的，有常绿的
也有落叶的，有名贵的也有常见的，有
高大壮硕的也有低矮丛生的，郁郁葱
葱参差错落，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的感
觉。说来也怪，在众多花木里，我最钟
爱的却是极其常见的柳树。

从市青年公园附近向西，湛河两
岸的二平台上，栽植的几乎都是柳
树。它们的树干都在四把左右粗，棵
与棵之间相距五米左右，肩并肩一字
排列，一直沿着二平台向西延伸，直到
云水相接苍茫朦胧的湛河上游。

每当春夏季节，这些柳树“碧玉妆
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成为一
道靓丽的翠绿屏障。它们纤细柔媚的
枝条，在和风轻轻抚动下，犹如少女飘
逸的长发，充满着昂扬的朝气。这些
枝条，有时又像多情少女的纤纤手指，
不时在游人的脸上轻柔撩摸，引得不
少人不自觉地回想起曾经的热恋时
光。这些柳树倒映在静静流动的湛河
水中，与斜射的夕阳、水中嬉戏的野鸭
子、两岸凝神垂钓的老人们，勾勒出清
新爽目的风景图画，成为又一张展示
鹰城风貌的名片。

我喜欢柳树，它看似柔弱，却有着

坚韧的品性。当秋天的脚步渐渐来
临，河堤上许多落叶的乔木、灌木，和
一些脆弱的花草，都经受不住秋风的
诱惑，纷纷把原本充满活力的绿装悄
悄换成了这样或那样的杂色。进入冬
季后，这些落叶乔木、灌木又“无边落
木萧萧下”，无可奈何地把外装脱去，
露出光秃的身骨，在刺骨的寒风中勉
强支撑着被冻得僵硬的身子。而那些
曾经娇艳的花草，不是“荷尽已无擎
雨盖”，就是“一朝风雨凄然坠”，最后
也不得不面对“百草凋零乱絮飞，残
英落尽与心违”的悲凉结局。可柳树
看似柔柔弱弱，但任凭秋风萧瑟，叶子
却迟迟不愿变黄，依然尽力保持着“碧
玉”般的绿色，尽力保持着“绿丝绦”的
风貌。叶子已经失去水分干枯了，却
仍然顽强地坚守在枝条上。直到进入
十冬腊月，很多柳树上还稀稀疏疏地
坚守着不愿离去的绿叶。

进入严冬，不少树木安然进入冬
眠期。柳树却不同，叶子褪去的同时，
枝条上也长出一个个“芽孢”。这些芽
孢只是在枝条上略微凸起，像不起眼
的小豆豆一样不易被发现，里面孕育
的嫩芽儿却在默默地生长着。到了

“遥看草色近却无”的初春时节，大多
树木还在睡眼惺忪时，柳树已精神饱
满。芽孢渐渐长大，嫩芽从芽孢里探

出脑袋，抢先告诉大家：春天来啦！
我喜欢腊月的柳树，它给湛河带

来了别样的风景。进入腊月，特别是
“三九四九不出手”的寒冬时节，湛河
堤二平台上那一棵挨一棵的柳树，在
顺河风的反复梳理下，大都卸掉了夏
秋时的绿装，露出了一年中难得欣赏
到的素颜。这时候，才能真切地看清
那一棵棵皮肤粗糙黝黑但内含韧性的
树干，才能看见树干上面那一杆杆擎
起的刚毅虬枝，才能看出那一条条柔
软飘逸的枝条本色。素颜的柳树，肢
体微黄中泛着青绿，朴实无华中透出
浑身的贵气典雅，庄重微笑中饱含着
一种柔韧顽强的精气神。更重要的
是，在这些柳树身边，我时常看到一位
穿着园林工装、身材瘦削、年约六旬的
老太太，她一会儿拿着笤帚东扫扫西
扫扫，把地上的丢弃物拢成小堆；一会
儿又骑着一辆蓝色的电动三轮车，把
一堆堆垃圾装到车内。她那高龄的年
岁和简朴的衣着，貌似瘦弱却娴熟麻
利的动作，不畏寒冷面含微笑的神情，
恰好与她身边的柳树自然和谐地交织
在一起，构成了美丽的湛河冬景。

我常常在想：这些常年奋战在湛
河堤上的清洁工，不正是腊月柳树的
写照吗？正是有这些朴实柔韧的美容
师，才使美丽的湛河更加靓丽出彩！

腊月湛河柳
◎薛维德（河南平顶山）

⊙王月

天气预报称，大雪正在路上。
然而，缩着脖子穿行在凛冽的寒风

中，你却时时感到心中一暖，这暖意来
自高速路口伫立的民警、社区忙碌的网
格员、满头华发的鹰城大妈、青春张扬
的大学生、敦厚质朴的村干部……他们
坚守在一个个疫情防控卡点，用一抹
抹红色点亮冬日天空。

疫情是一次考验，也是一次大爱
展示。为保护人们的生命健康，夫妻、
母子、战友、同学、乡邻组团上阵，快
板、三句半、小喇叭形式翻新，快递员、

采购员、心理咨询师多身份转换。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

而出的凡人。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平
凡人，生于普通人家，做着寻常工作，
过着平凡生活，然而关键时刻，他们主
动“逆向而行”，再一次用行动告诉我
们什么是众志成城，什么是团结一心，
什么是守望相助。

微光集聚，星火燎原。这种行动
不断鼓舞人们防疫的决心和信心，也
产生了强大的聚合力和现实延伸力。

“总有居民问我们：冷不冷、累不
累？过往车辆通过时，基本都会主动
降下车窗配合登记，临走还会对我们

说声‘辛苦了’！”大学生宋佳璐说，在
卡点当志愿者虽然有点累，但总让她
感到温暖和感动，更加觉得自己在做
的事情很有意义。

善意传递善意，爱心激发爱心。
温暖和感动不仅来自于居民的理解和
配合，更来自于居民的热情回应：70
多岁的老大爷给志愿者端来热水，送
来小面包；瘦小的老奶奶硬塞到大学
生衣兜里一串香蕉、几个小橘子；姐弟
俩坚持给防控点送热气腾腾的豆腐
菜、油条；隔离居民微信捐款购买保暖
用品和防疫物资……

温暖和感动还来自政府部门更周

到细致的人文关怀：居家隔离居民伤
口感染，社区联系医生进行医治；镇村
两级联手帮隔离村民卖橙子；“暖心服
务”行动启动，为决定在异乡过年的鹰
城人的父母、孩子提供一切必要的帮
助，让他们安全过冬、温暖过年。

“我对平顶山的防疫工作特别放
心 。”这 是 外 国 友 人 Nora 的 赞 扬 。
Nora 点赞背后是无数人的坚守和付
出，她的赞扬也让我们更加坚信，有全
市上下勠力同心，一定能打赢疫情防
控这场硬仗。

严冬正在过去，春天正在到来。
疫散花开日，欢乐相聚时。

微光集聚 爱溢鹰城

⊙雨来

寒冬里，再没有比雪中送炭让人
更温暖了，困难学生小张一家就遇到
了这样的温暖。

送温暖的，是一位 85 岁的老奶
奶。上个月29日，晚报报道了小张一
家的遭遇，老奶奶看到后，心有戚戚，
委托记者将1000元钱送给他们。

小张是个 11岁的孩子，家里连遭
不幸：2017年父亲因白血病去世，2018
年大姐患上肿瘤，2020 年二姐又生
病。小张的妈妈没文化、收入少，但所
有重担必须由她一人挑。

命运的不公让人唏嘘，但小张的
妈妈让我们感动、尊敬。背负十几万
外债，三个孩子两个生病，她靠打工的
微薄收入，还债养家。更令人敬佩的
是，在得知捐款的老奶奶已经 85 岁，
而且腿脚也不灵便后，她立刻拒绝了
这份好意。“如果我现在有条件，应该
孝敬这些老人，怎么能拿她的钱呢？”

“无论如何，这钱我不能拿。”
这个妈妈的品质，坚强而独立，即

使处于困境，还在为别人考虑。当然，
遭遇不堪，固然令人同情，但并不具有
收受的天然权利和正义。但也有一些
人，视苦难为权利，过度索取，不懂感

恩。这样的新闻并不鲜见。小张的妈
妈在困境之下，依然保持善良、朴素和
独立，这太不容易了。

妈妈的品质，显然感染了孩子
们。上个月28日，小张在接受关爱时
发言：“妈妈的努力、坚强感染着我们，
我们只有努力读书安慰妈妈。”

多么懂事的孩子！我常说，教育
不是耳提面命，而是言传身教。妈妈
的言行品德，显然是最好的教材，是比
金钱更重要的财富，这才是教育的真
谛。小张这孩子，将来必有出息！

这个暖新闻里的第三个主角，当
然是这个让人尊敬的老奶奶。小张妈

妈拒绝援手，让晚报记者也很为难，想
到老奶奶也不容易，也想把钱退回去，
孰料老奶奶相当霸气：“我不管，钱给
你拿去了，别再想给我送回来，你自己
想办法给她。”

真不知该用什么语言来感谢老奶
奶了，不仅因为她有爱心，也因为她这
句话的凛然正气，向社会传递的强大
力量。她请记者劝小张的母亲“把钱
收下，以后有条件了也帮帮别人，有一
块帮一块，有十块帮十块”。真活通透
了，爱不是回报，而是传递。所谓幸
福，是让别人感到幸福。

让我们祝老奶奶身体健康。

暖新闻里的三个感人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