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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父亲的生日，我认认真真编
辑了一条很长的信息，从他陪伴我记事
以来写到我的 24 岁，当我终于重复修改
敲定信息内容准备发送的时候，姐姐走
过来说，“别发那么长的信息给父亲。”

我不知所措，“为什么呀？”
“因为每一次你给父亲发信息，父亲

都要翻很久的字典，这得是多么辛苦的
事情呀。”

“哦”，我看着手机屏幕上密密麻麻
的字迹，突然想到了上初中时我曾经给
父亲写过的一封信。

那是一个补课的周末，因为提前没
有告知父亲我不能回家，所以只好请邻
居小学妹给我带一封信给父亲。信的内
容很长也很客套，归根结底就是一句，

“父亲，我本周不能回家，麻烦邻居小学
妹帮我带一下生活费”，但是为了衬托这
个内容，我整整写了两页，密密麻麻的字
迹让父亲翻字典翻得睡不了觉，无奈之
下，父亲只好请邻居小学妹将信的内容
给他念了一遍。

那个星期天，我如愿以偿收到了父亲
带来的生活费和一盒炒好的火腿，当我迫
不及待地打开火腿的时候，竟意外看到了
父亲的回信，上面清晰地写着，“女儿，好
好读书。”父亲虽然认识的字不多，但是，

却用简单的字眼讲述了他的心声。
后来，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不再写

信了，而是发短信，发短信这件事情对于
父亲而言极为困难，但他时常对我说，

“有什么事情在电话里不好开口的，就发
个信息吧，没事，信息我都会看。”

于是，我开始给父亲发信息，头疼、
牙疼、胃疼给他发信息，缺钱花、想吃肉
了给他发信息，他的生日和父亲节给他
发信息，有时候就连中午饭吃了啥也会
给他发信息。我总是不停地给他发信
息，却忘记了很多字他还要去翻字典才
能读懂。每一次我给他发了信息，他总
会给我回电，无论大事小事，都会告诉我
一声，“信息已收到。”

现在转念一想，我不知道这些年，给
父亲发过多少条信息。我也不知道，家
里的那本字典，被他翻了多少遍，而那每
一遍翻过之后，他有没有找到了那些我
所想要表达的字眼。

我删除了编辑好的长信息，简短的
编辑了一句，“父亲，我爱您”选择发送之
后，便一直紧握着手机等待他的回电。

突然，信息响了，上面清晰的显示着
“父亲”二字，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信息，上
面回复了这样一句，“女儿，我也爱你。”

顿时，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春风柔柔地一拂，树的枝头开始了喧
哗，憋足劲儿地绽放出嫩嫩的芽苞，妖妖
娆娆地舒展开来。

梧桐是最晚知道春天来的消息。当
树满心欢喜地打开心扉，虔诚地把春天迎
进来，蜂拥而至的绿，缀满枝头，还有或
粉、或白、或红的繁花灿烂开来。梧桐的
芽苞才像一个懒惰精灵，爬行在梧桐树灰
白的枝干上，孕育一个艳红缤纷的梦。

每次闻到梧桐花开的香味，我都会想
起乡下庭院中的那棵梧桐树，它承载着我
的童年，有我的欢声笑语，更有母亲絮絮
的唠叨。那是梧桐花盛开到极致，召唤千
里万里外的儿女跋涉山水轻叩大门时，母
亲的笑颜，那是饭桌前的儿孙满堂举杯同
饮时幸福满怀的时刻。

只是如今，庭院中的那棵梧桐树早已
不见了踪迹，唠叨的母亲也离开了。记得
当年院子里没有树荫，母亲移来几株幼小
的梧桐树苗，亲手栽下梧桐的树苗，施肥
浇水，慎重地告诉我，“记着，十年树木百
年树人，十年后你长大了！这树就成材
了，也能做家具了。”我站在旁边认真地
想，十年有多么远。时光荏苒，不经意间，
梧桐树苗长高长粗，静静地坐在窗前看摇
曳在风里的梧桐，翠色罩树，繁叶如篷。
有远方的亲朋好友来探望父母，找不到家
门时，乡邻指着远处的梧桐树说：看见了
吗，那棵大梧桐那儿，就是您要找的他们
家。母亲在时，这一株梧桐绿色成为我对
家园的依恋和顾盼，蓬勃的生命日日生
长。

我常在梧桐树下玩耍，接触它，亲近
它，留下许多童年的记忆。梧桐花是在
它的叶长出之前盛开的，粗壮的主干支
撑着树冠和密密麻麻的枝条，灰褐色的
枝丫间，突然点缀上了簇簇淡紫色静雅

的花束，小喇叭形状的花朵，宛如小精灵
般乖巧地挂在树上。不美艳，不妖娆，也
不芬芳，一簇簇绽放在枝头，如精灵般翩
然摇曳，颇具诗意。等到梧桐花完全开
放时,像一把张开的花伞，闪烁着迷人的
光华，桐花开四五天便凋落，落地时，簌
簌有声，风一吹，梧桐花像春雨般撒落在
院子里。

桐花落尽，叶渐渐地繁茂起来，树冠
像一屏撑开的绿色巨伞，遮盖住了大半个
院子，也正是这抹绿色，在无数个难耐的
酷暑中，给童年无尽的阴凉。一到酷暑，
树下铺一张凉席在树下玩耍，不知不觉就
到了中午，母亲直接把饭桌摆在梧桐树
下，吃过午饭，直接躺在凉席上睡一觉，舒
服惬意。

梧桐晨沐雨露，朝迎霞光，暮送夕阳，
饱经风霜刻下生命的沉重与卑微。正如
母亲虽不识一字，可在岁月里用一饭一粥
养育了我们，为儿女们遮风避雨，为我们
提供足够的成长条件。梧桐依托着厚实
的根，翠色罩树，繁叶如篷，根知道只有付
出，树才会鲜活。正如我们的母亲，她们
的人生都曾经辉煌过，或者散发过生命的
异彩。就是再普通的人，也都有过自己的
带痕迹的生命历程。比如我的母亲，在人
生即将凋零的岁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情，还没来得及尝试生活中的美好，把生
活过得有滋有味，就如梧桐树的叶子枯萎
了。而我，再也没有机会等在梧桐下，听
母亲的唠叨。

终于，一个春天，我们搬离了这个院
子。见证了整个家庭变化的梧桐，轰然倒
在曾经生长和遮蔽的院子里。梧桐花开
的时节，我会深深地怀念起院内那株茂盛
的梧桐树来，回到了梧桐花开的童年时
代，想听母亲的唠叨声。

王宝钏自小性格怪僻，她母亲挂在嘴
边的一句口头禅就是：这孩子是我们前世
造下的孽。

眼看宝钏十八岁生日，宝钏爹给女儿
物色下一个乘龙快婿，想这礼物或许能改
变女儿的乖张，谁知宝钏听见，当夜就出走
了。

宝钏娘得知女儿和乞儿薛平贵公然同
居的消息，昏死过去，醒来只说了一句话：
我只当这个女儿死了。

生米熟饭，宝钏爹只好命令家中管事
的给那一对小夫妻送去生活必需品，盘算
着给这薛平贵谋个体面的差事。

送东西的人归来说，东西小姐当场散
给了乞丐，还说自己既然嫁给了薛乞丐，往
后就不用父母操心了。

富贵小姐过得了乞丐的穷日子吗？我
们有耐心看好戏。

但是，薛平贵走了，薛平贵带兵西凉打
仗去了。王宝钏想这肯定是父母的阴谋，
就此逼她回家！

回家？哪怕我寒窑等他十八载，我也
要等他回来。

一语成谶。沙漏滴答。现在，王宝钏
和薛平贵分别十八年了。十八年后的这个
早上，当两只喜鹊在窑门外扑啦啦飞的时
候，宝钏根本没在意。天气甚好，她打算今
天走远一点。眼看夏天将要过去，还是多
挖点野菜晾干储备过冬要紧。

当一支马队从附近经过，宝钏只是扫
一眼，又低头专注于手边的野菜了。从前
她最敏感于马队，年复一年，她怦怦着心跳
迎来过多少马队，又无限失望地目送走多

少马队？总不见她等待的人出现，因此，当
这队仪仗喧哗着从她身边经过，她已全无
感觉。但远去的这队人马里，偏就有归来
的薛平贵。

当王宝钏的窑门被敲响的时候，王宝
钏破口大骂。你不能怪她。这样的敲门声
早年每晚都有，那敲门声还会演化成断墙
边的狐叫、崖畔的狼嚎，她知道是那些乞
丐。叫声只能逼迫得她坚固门扉。她恨不
能把心里的坚硬挖出来给那些无赖看。

这个早上，宝钏习惯性开骂：青天白日
头，你贼胆能包住天吗？她手里提着一根
坚硬的枣木棍儿，哗啦一声拉开了门。门
外站着一队衣着光鲜的人马。那个威仪的
将军正是薛平贵。十八年来的第一次，宝
钏感到自己的虚弱，她脸色苍白地倒在门
外那片阳光地里。

宝钏在一片光彩中醒来，听见床边侍
女连声惊呼：醒来了醒来了。闻着满室香
气，宝钏以为自己在做梦，或者死后进了天
堂。

一个男人的脸挡住了一片光：我回来
了，你的夫君回来了。

你真的回来了？王宝钏听见自己在
问，但她旋即被那喑哑苍老的声音惊吓住，
再也不敢发声。在接下来的对视里，她同
样觉得这个和自己隔着一根指头距离的微
胖的中年男人，怎么看都不像是自己的夫
君，因此她的目光仿佛冬天窑门外那覆着
白霜的地，僵僵的。

薛平贵嘱咐床边看护她的侍女，小心
伺候夫人！随即消失在灯影之外。

三天后一个相似的灯影笼罩的夜晚，

薛平贵像上次一样出现在王宝钏眼前，他
庞大的身影挡住了光亮，把她的坚硬、困
惑、冷漠挡在暗影里。其实她早能起床下
地了，但她害怕下床，她不知道她的脚站在
床下能去哪里；她的手若不是藏在这锦缎
的被子里，她的手能做什么。金碧辉煌的
墙壁阻挡了野菜向这边蔓延，不挖野菜她
就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盼他归来，她十八年的愿望今天实现
了，她却忽然迷失了自己的愿望，此刻她的
愿望是什么呢？听他给她讲行乞的种种奇
遇？在那么多的奇遇里，他们两人的相遇
才是奇迹，奇迹闪耀的光彩把破烂窑洞的
夜晚照耀得璀璨亮丽，远胜过眼前这片光
亮。她担心一开口，前次那个喑哑苍老的
声音就会从喉咙里冒出来。何况，眼前这
个男人陌生到使她不敢开口，无从亲近。
她只能木呆呆地看着这个人再次消失在灯
影里。

在黑夜里睁大眼睛，却在白昼昏昏睡
去，这是王宝钏的现在时。

当又一个夜晚降临，她睁大眼睛躺在
那堆锦绣中难以入眠，终于想出使自己的
脚和手解脱出来的办法——请你给我讲你
打仗的事情吧！就从那匹红鬃马说起吧。
你说，我听！像以前那样。

她担心自己忘了这好主意，因此她一
整夜都在念叨这句话。当听见远处似乎有
马蹄声奔来的时候，她惊喜地跳下床，连鞋
子都忘了穿，赤脚跑到门外，果然见一匹马
在星辉里奔来，王宝钏像一只鸟向蓝天展
开翅膀那样，张开双臂，奋力向那匹马奔
去。

罗教授突发心脏病，必须马上做手术。当护士用
轮椅把她推到手术台上时，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女医生
给她作了冠状动脉造影并安了两个支架。手术医生
告诉罗教授手术做得很成功，希望能早日康复出院。

罗教授回到病床上躺下后，觉得这位做手术的医
生，仿佛在什么地方见过，特别是那双又大又亮又黑
的眼睛，尖尖的鼻梁，薄薄的嘴唇在她的记忆里是那
样熟悉。她向护士长打听，方知这位给她做手术的医
生名叫金珠卓玛，藏族，家住康巴藏区的草原上，北京
一所医科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获医学博士。罗教
授觉得从相貌上看这位海归博士，很像五十多年前，
在康巴藏区达拉尔草原上抢救过的一位藏族产妇央
金卓玛。难道这位给她做手术的医生，会是她亲自接
生的产妇央金卓玛的姑娘吗？罗教授想了想，又觉得
不可能，天底下哪有这样奇巧的事。但又觉得眼前这
位美丽的藏族医生，模样太像央金卓玛了，简直就如
同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难道真有这么奇巧吗？

事情还得从五十多年前说起。那时，罗教授还在
昆明一所医院当妇产科医生。一天，她刚做完一台剖
腹产手术，院长办公室派人来叫她立即去见院长。她
一进门，只见院长和一位头戴金边帽、身穿黑色毛呢
楚巴身材高大的藏族汉子说话。院长见罗教授进门，
立即招呼她坐下说：“这位藏族同志是康巴地区一个
县的卫生科长，他是省卫生厅介绍到我院要一位妇产
科医生到他们那里工作，院里考虑到你是妇产科医
生，你爱人是外科医生，正是他们急需要的医生，所以
想派你们去那里工作。院长刚说完，那位藏胞立即从
怀里掏出一条丝织的洁白的哈达，举过头顶献给罗教
授说：”哦呀！草原上有了雨露滋润，格桑花才会开
放。我们达拉尔草原的藏民，千百年来，因为没有妇
产科医生，不知有多少妇女因难产而死去了。医生请
你把共产党的阳光雨露带给草原吧。罗教授对那位
康巴汉子说：“藏胞同志，放心吧，达拉尔草原会有妇
产科医生的。”说罢，转身又对着院长说：“我爱人对藏
区来要医生的事，前两天已知道了。我们商量过，我
俩是党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组织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
愿，我们愿去藏区达拉尔草原工作。我想问一下，什
么时候去？”

“如果你们愿去，明天准备一下，后天就跟这位藏
族同志去达拉尔草原工作。”院长非常高兴地说。

“哦呀！”，康巴汉子紧握罗教授的手说：“去吧！
我们会像敬菩萨一样尊重你。克来！克来！（谢谢之
意）”

就这样，罗教授没讲任何条件就高高兴兴地来到
了藏区工作。

那时，藏区民主改革才刚刚开始，许多封建迷信
和落后的习俗，一时还没有改过来，例如妇女生孩子
得去牛厩生。要是怀孕期间丈夫死了，尔后生下的遗
腹子会被视为鬼怪，被赶到深山密林里一个人带着孩
子孤独地生活，在老林中走完她悲惨的一生。罗教授
到藏区后，决心要用她的医术尽力改变这些落后的习
俗。一天，已经是深夜了，医院的大门突然急促地敲
响起来，罗医生起床开门一看，见一位年青藏胞牵着
一匹高大的白马站在门口，旁边是她到达拉尔草原认
识的政府女工作队员拉初。

罗医生问拉初：“什么事这么紧急？”拉初指着藏
族青年对医生说：“达拉尔草原的央金卓玛生孩子三
天了，孩子还没有生下来，大人已经不省人事，三天三
夜滴水未进，再不抢救，恐怕大人孩子就没有命了。
经进村工作队商量后，让我们牵着马来请你去接生，
抢救这位藏族妇女。”“好！”罗医生二话没说转身进去

手术室拿着器械，背着药箱骑上马就走。
深夜的达拉尔草原，非常宁静，在月光的照射

下，远方的雪山隐隐约约在闪烁，草原上的野狼，
不时发出凄厉的叫声，高大的冷杉树投下一块块
黑影。罗医生他们三人走过茫茫的草原，涉过十
几条小溪。当东方现出鱼肚白时，他们三人来到
央金卓玛的家门前。工作队的拉初上前叫门：“央
金卓玛，医院的罗门巴（医生）已经来了，请快开开
门。”可是，屋里除了听到产妇凄楚的呻吟声外，没
有什么动静。拉初反复地又敲了敲门，屋里还是
没有一丝响动。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罗医生心
急如焚，她想破门而入，可是她想应尊重民族的风
俗习惯，执行好民族政策是第一位呀，绝不能自行
其是。因为千百年来在藏区生孩子的人家，如果
不得到主人家的同意，是万万不能进家的。这时，
天已经大亮了，远方的雪山在太阳照射下闪烁着
金光，草地上的羊群像绿地毯上撒下的珍珠，向流
水潺潺的溪边走去，黑色的牦牛在牧人的吆喝下，
一队队地走向雪山，好一幅壮丽的高原景色呀。
可是正赞叹这美丽的景色，不想雪山草原上的气
候就像小孩的面孔一样，刚才还是晴朗的天空，顿
时会雷声大作，风雪交加。这时，草原上又突然刮
起了大风，风中还洒下点点的雪花，不一会，罗医
生的身上，药箱上就覆盖了一层薄薄的雪花，真是
令她又冷又饿。罗医生想，面对这样的情况怎么
办？如果再拖延下去，寒冷饥饿可以忍受，可产妇
的生命就更加危在旦夕了。

此时的拉初心里也很着急，她再度狠狠的敲门
时，屋里突然有了响动，一个声音传出门外：“门巴请
回去吧，陌生人进门，会把魔鬼带进家门的，不仅我家
遭殃，全村人也会不得安宁，牧场的牛羊也会死亡。
门巴呀，你还是回去吧”。话刚说完，产妇的叫声更加
凄厉了。罗医生直接走向前，亲手敲敲门说：“藏胞同
志，我是共产党派来给藏民治病的医生，不会把魔鬼
带进家门的，开开门让我进去吧！”拉初把罗医生的
话，用藏语说给屋里的人听后，门吱的一声开了，一位
老年妇女从门缝中伸出头来说：“我家可以让医生进
门，如果进门后把大人小孩救活了，我们好酒好肉招
待，如果大人小孩死了，那就是医生把魔鬼带进家了，
医生要以命抵命。”工作队的拉初急忙说，这怎么行？
罗医生是党派来的，我们有责任保护她的生命安全，
不同意进门，我们就返回县医院。此时，罗医生在一
旁静静地思考着，以致雪花覆盖了全身，又冷又饿连
说话都有些吃力了。一会罗医生口气刚强地对拉初
说，先答应他们的要求吧，当下最重要的是抢救产妇
和小孩。拉初说：“如救不了大人小孩，要以命抵命
呀！”罗医生说：“答应他们的要求吧，我有把握”。门
终于打开了，罗医生跌跌撞撞地进了家门来到了产妇
面前。她详细地检查了产妇的身体，孩子生不下来的
原因找到了，原来是胎儿横卧在出口，当然生不下来
了。拉初见罗医生额头上滚下一串串汗珠，紧皱着眉
头，显得很紧张，一会儿又变得很沉静。拉初问罗医
生：“产妇有救吗？”看着奄奄一息的产妇，罗医生却坚
定的回答：“有救，一定要把大人小孩子救活。”就在这
万分紧急的时刻。产妇的家人阻止医生说：“空口无
凭，你要当着菩萨的面发誓。我再说一遍，如果门巴
给我们家和全村、牧场带来灾难，母子不能平安，门巴
要负责，以命抵命。”罗医生犹豫了一下，就在这时，产
妇大叫一声昏过去了。见此情景，罗医生坚定地说：

“我可以向菩萨发誓，救不了大人小孩，以命抵命。接
着打开药箱，先给产妇注射了一支针水，然后戴上消
毒的手套深入体内给胎儿做转体手术，慢慢地胎儿横
拦在母体的身体，变得头朝出口两手两脚紧贴身体，
不一会一声婴儿的哭声从屋里传到了风雪中的长空，
母女得救了。此后罗医生没有回医院，一直守候在产
妇的身边，直到产妇脱离了危险。

半年过去后，产妇带着洁白的哈达，香甜的酥油
糌粑专程来到县医院看望罗医生：“雪山升起金色的
太阳，给达拉尔草原带来温暖。门巴，没有你，我们母

女都活不了啦，谢谢你的恩德。”罗医生把小孩抱在怀
里，逗着小孩玩，她说：“我是党派到草原上给藏胞治
病的门巴，你要感谢就感谢共产党吧。”

以后几十年的岁月，罗医生和她的丈夫调到了州
医院一直留在雪山草原上工作，直到退休。把毕生的
精力和医术贡献给了藏区。

罗教授回想了这一切后，想到产妇曾告诉过她，
她接生的那个小孩取名叫金珠卓玛，在康巴地区读了
中学、高中，尔后考上北京一所医科大学，乃至出国深
造，成了海归博士。难道给她心脏做手术的金珠卓
玛，就是她亲手接生的婴儿吗？她记得接生时，她曾
发现婴儿的脖颈上有一块红色的胎记，如果海归博士
的脖颈上有胎记的话，那无疑就是她亲手接生的金珠
卓玛了。一天海归博士来看望她，她问她的家乡在哪
里，她回答在康巴达拉尔草原，再问她的母亲回答是
央金卓玛。再问年龄，刚好和她接生时的岁月相同。
罗教授心里很高兴，如果海归博士的脖颈上有胎记，
这位医生肯定就是她亲手接生的那个婴儿了。

当时罗教授对海归博士说：你能给我看看你的脖
颈吗？海归博士说：“可以”。说着把脖颈伸长给罗教
授看。罗医生看后果然发现海归博士的脖颈上有一
块红色胎记。不错，她就是五十年前产妇央金卓玛的
女儿金珠卓玛。此时，罗医生激动的满眼泪花，紧紧
抱着博士：我想了你多少年呀，今天终于见面了。

海归博士见罗医生看了她脖颈上的胎记，又流了
激动的泪花，不知是怎么回事？她呆呆地看着罗医
生。于是罗教授把海归博士拉向身边依偎在怀里，详
详细细地讲了事情的经过。

听了罗医生的讲述海归博士也激动地哭了。她
对罗教授说，她长大后妈妈就把汉族医生接生的事告
诉她了，她就到县医院找，医院告诉她罗门巴已调走
了。春去冬来，雪山上的积雪，化了又添新雪，草地上
的格桑花谢了又开，多少年了，海归博士还一直找她
呢？想不到在此见面了。海归博士泪流满面地抱着
罗教授说：“没有雪山上的源泉，不会有金沙江的流
水；没有你，我不会有今天，你的恩情，我一辈子也报
答不完。”罗医生摸着金珠卓玛的头发说：“孩子，你在
我的眼里永远是孩子，今天你不是给我做了手术了
吗？你救了我一命，没有你，我的病也不会好。有句
藏语说得好——雪山上的云杉根连着根、骏马离不开
草原，汉族和藏族是一个妈妈的女儿，我们的心永远
相连，你我都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门巴，让金色的太
阳永远照在雪山草原上！

金 珠 卓 玛
☆白乔正

梧桐老去
●陈树庆

一别十八年
△吴美玉

父爱，是一封简短的回信
▲马昌丽

父亲退休了，可老是闲不下来，若
无事在家里待上一会儿，这一眨眼的
功夫，非得找出点事来做，一做就非要
搞出点小名堂。

父亲花1500块钱买了一款智能新
手机，从区老年大学一回到家，就捣鼓
起刚买的手机来。里面的新功能，哪
一项都让父亲急出一头汗，父亲像个
小学生，就是肯用功，在全家人的帮助
下，费了好大劲儿，终于掌握了一些常
用功能。尽管离熟练应用还差很远，
但父亲把每个操作步骤和方法，都用
心记在了笔记本上，一遇到问题，就拿
出来查阅。

谁也想不到，爱动脑的父亲在家
里编起手机报来。第一期手机报编好
了，就通过短信发到老人圈里，然后再
电话通知他们。父亲编发的第一期手
机报内容是老年人健康养生知识，都
是生活中容易忽略的事儿，如《老年人
吃虾皮补钙要慎重》、《早餐喝豆浆要
注意九点》，每一项都写得很具体。老
人们知道后，眼神不好，就让家人打开
信息词条，一字一句念给他们听。老
人们都感慨地说，父亲编发的手机报
十分贴近生活，这些平时须注意的小
常识，对老年人健康很有益处呢。

父亲的第二期手机报又发出去
了，是一个“五好”家庭开展慎言学习
教育的简讯，父亲觉得这则简讯对传
递正能量很有借鉴意义。为把这期手
机报编好，父亲像个小记者，专门到这
家登门采访，详细询问了开展家庭慎

言学习教育的具体细节。这个“五好”
家庭是四世同堂，有年过九旬的老人，
有蹒跚学步的小娃娃，还有人民教师、
光荣的退伍战士和在岗工人。在每月
一次的家庭慎言学习会上，他们一起
学习古代《慎言集训》，学“戒轻言，戒
杂言，戒戏言”，还学“戒恶言，戒谗言，
戒轻诺之言，戒卑屈之言”。他们还向
家人立规矩：说话万不可不知轻重，更
不能无礼中伤，在背后说别人坏话攻
击别人。凡事要慎言和慎行，要互传
正能量。每次学习结束时，每个家庭
成员都把学习心得，写在家庭慎言薄
上。在实际行动中，他们还相互监督，
多做好事和公益事业。这个消息通过
父亲的手机报报道出去后，在小区里
和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很多人纷
纷向父亲发来短信，希望父亲多向他
们 宣 传 这 样
的典型事迹，
多 借 鉴 好 的
经验和做法，
开 展 好 家 庭
教育，多做对
社 会 有 益 的
事。

在 父 亲
的提议下，我
们 家 建 立 了

“相亲相爱一
家 人 ”微 信
群 。 大 哥 在
南方工作，侄

子在西部边疆当兵，外甥在外地上大
学，通过家庭微信，父亲的手机报都能
及时传到每个家庭成员中。这天，父
亲把赴利比里亚维和警察队员的先进
事迹编写成了手机报，通过微信传给
了在边疆当兵的侄子，要侄子向中国
维和队员学习，时刻牢记使命，安心在
部队服役，做个保家卫国的好战士。
侄子在微信群里传过来一张在皑皑白
雪中站岗放哨的照片，表达了对祖国
的忠诚和决心。父亲还根据实际情
况，有针对性地为每个家庭成员编发
手机报，教育家人做个正直有用的人，
为国家和社会多作贡献多出力。

父亲的手机报，像一束束阳光，照
进家庭中、小区里，还照进在校学生的
心目中。在正能量的传递中，父亲越
发振奋了。

手机报里传递爱
◆董国宾

高剑平高剑平 摄摄

苗青苗青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