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李海静 邮箱：sdlbwb@163.com
2024.1.23 星期二 11

下载品质滨州
欣赏优秀作文

我的父亲
邹平市黄山实验初中 许红美

【教师作品】

【教师作品】

又是榆钱儿花开时
邹平市台子镇初级中学 谷安芹

春天来了，草木都
急不可耐地从萧瑟的冬
天里苏醒了，暖风一吹，
榆树也醒来了！

榆树上紫色的小绒
球便化作了翩翩翠绿的
榆钱儿蝶！小小绿绿的
榆钱儿如一个个调皮的
小脑袋，随风摇曳着，好
奇的摇晃着，摇着摇着，
就把自己摇大了，晃着
晃着，就把自己晃熟了！
一片片，一簇簇，开满了
枝头，翠色欲滴，那薄薄
的圆圆的翅膀更是迎风
摆动，一团团，一簇簇，
纷飞在温暖的春风里，
倒真是像极了绿色的蝴
蝶！

玉翠而又团簇，不
只是好看，而且还好吃。
信步走在路旁的榆树
下，轻轻地一跳，逮住一
根枝条，榆钱儿花也便
乖乖地来到了眼前，玉
翠的颜色直逼你的眼，
圆圆的薄翅也欢呼雀跃
地跳到了你的眼前，榆
钱儿花的特有清香一下
子扑向了你的鼻尖，你
会情不自禁地把手伸向
玉蝴蝶，采吗？那样的动
作不慢吗？捋吧！只有捋
才能安抚自己内心对榆
钱儿花的那种渴望！一
把蝴蝶花就这样飞舞着
翅膀嬉闹着飞进了你的
嘴里！待两齿相对时，榆
钱儿花的清香便溢满了
你的心田，清甜的汁液
也便流到了，惊扰了身
上的每一个细胞。

小时候我就是这样
吃榆钱儿。只不过长大
了，总想着要文雅一点。
每每站在榆树下，静静
地望着榆树枝条上的花
骨朵，我就会心生意念：
“待你榆钱儿花开时，我
大口大口地吃你可好？”
榆钱儿的另一种吃

法，当然是蒸窝头了，号
称榆钱儿窝头。

每当春天到来，榆
钱儿花开，母亲便望着
高至房顶的榆树上开满
的榆钱儿花，对父亲说：
“又到了蒸窝头的时候
了，树上的榆钱儿花真
多啊！”父亲听罢，便默
默地把我上学用的书包
往脖子上一挂，双手抱
定粗大的榆树，噌噌地

向上爬，站在一旁的我，
心里羡慕的要死。上了
树的父亲站在屋顶上或
坐在枝杈上，脖子上挂
着那个大大的书包，一
把一把地捋着榆钱儿
花。有时父亲捋着捋着，
看见几支繁密的榆钱儿
枝，造型也优雅，外形也
漂亮，就小心地折下，在
房顶上高声地喊着我的
乳名，小心翼翼地把满
是榆钱儿花的枝条扔给
我。书包很快就装满了，
父亲顺着树溜溜地滑
下，轻轻地从脖子上摘
下鼓鼓的书包，递给母
亲。母亲笑着接过，拿来
菜盆儿，把榆钱儿轻轻
地放到菜盆儿里，菜盆
儿里的榆钱儿都肆意地
张着绿色晶莹的翅膀，
颤抖着要飞起来的样
子。母亲赶紧放上清水，
榆钱儿蝶就在清水里飘
起，轻盈的绿色翅膀划
着清水，竟抖出了朵朵
水珠，溅的母亲满手都
是。洗净的榆钱儿更加
清爽，静静地躺在箅子
上。不知什么时候，玉米
面就和榆钱儿黏在了一
起，融在了一起。母亲开
始蒸窝窝了，大手，小
手，大手攥，小手也攥，
大手捏，小手也捏……
就这样，箅子上就出现
了大窝窝，也出现了小
窝窝……盖锅……烧火
……揭锅……满锅的榆
钱儿竟聚集了香气向我
的鼻孔冲来。热！真热！
左手拿过，窝窝却出现
在右手……唏嘘着咬一
口，只是小小的一口，榆
钱儿的香气就冲进了喉
咙，热！真热！香！真香！
榆钱儿窝窝被舌头顶到
左边，赶紧又顶到右边，
香气被舌头顶的满嘴都
是……

那日，母亲又给我
送来两个榆钱儿窝窝，
不知在父亲摔着腿的情
况下，母亲是怎样捋的
榆钱儿，又是怎样蒸的
这榆钱儿窝窝。我把榆
钱儿窝窝拿在手中，那
绿色的榆钱儿蝶翩然在
黑色的豆面中，煽动着
翅膀飞进了我的鼻孔，
也浸进了我的心里。

父亲去世已经十四年了，
他的音容笑貌还时时入我的
梦。他微笑着，并不说话，但
是他的慈祥、和蔼，一如往昔。

父亲出生于 1931 年，如
果健在，今年整好 90岁。父亲
是个英雄，参加过抗美援朝战
争，立过三等功。但是他生前
从没有和我们说过，也没有听
他和别人说过。荣誉证书是
在去世后整理他的遗物才发
现的。证件照上的他穿着抗
美援朝的军装，英姿飒爽，正
值青春年华。证书用牛皮纸
袋仔细地包裹着，夹在一本破
旧的《毛泽东选集（卷一）》里
面，放在平时他装书籍的抽屉
最底下。和我生活了三十六
年的父亲，用他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改变了我，影响了
我。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父亲
服从国家安排，去了辽宁鞍钢
参加国家建设。离家千里遥
远，一年只能回来一次，探亲
时间只有一个月。别人家的
父亲回来的时候，给孩子带回
来的都是好吃的，而父亲每次
回来，都是他发的奖品。有时
候是一床床单，有时候是一套
茶具，必定还有一张荣誉证
书。上面写着父亲的名字，写
着他获得的荣誉称号，印着单
位红彤彤的印章。数年如一，
一直到他退休。

过年聚在一起，别人家比
吃喝，我们兄弟姐妹和父亲比
证书。等父亲回来，我们都拿
出自己的奖状给父亲看。四
年级年终，我没有得到奖状，
躲在里屋里不敢出来迎接父
亲，父亲知道后，主动找到我，
偷偷地把一只绿色的钢笔塞
给我，抚摸着我的头，安慰我：
“好孩子，爹相信你，好好学
习，下一年一定能拿到奖状。”
那时候，钢笔还很少，父亲给
我的那种钢笔更少，翠绿色的
笔身，带着花纹，金色的钢笔
帽，在太阳下闪闪发光。我一
直没有舍得用，也怕别人看
见，一直珍藏着。从那以后，每
年的奖状我从没有缺席，每次
父亲回来，我都是第一个递到
父亲手上。

八十年代，我读了师范学
校，家离学校八十多里路。平
时为了节约路费，我都是和同

学结伴骑自行车回家。同学
们说我是“壮士”，现在想来，
和平时父亲的影响哪里分得
开呢？

父亲父母早亡，十七岁参
军入伍。用他的话说：“从十
七岁开始，我从没有跟别人伸
手要过钱，都是给别人钱。”
父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
的。

爷爷奶奶去世时，叔叔只
有十一岁，跟随伯父生活。父
亲参军后，津贴都会按月寄给
伯父，让他养活一家老小。三
年困难时期，父亲把工资按家
里的人口数平均分，分别寄给
伯父和两个叔叔。村里的很
多人因为生活不下去，“跑东
北”，去找父亲，或找工作，或
借钱。父亲都是好吃好喝好
招待，帮钱帮物，还给买上回
来的车票。父亲工资很高，当
时县级领导干部工资五十多
元，父亲七十多元。他每年冬
天回来，却都是穿着一件黑色
棉大衣，布靴子。有一年回家，
看到堂兄没有靴子，他立刻脱
下自己的靴子给堂哥穿上，自
己换上堂哥的单鞋。那时候
是绿皮火车，父亲回来需要三
天两夜，他从单位买上干粮，
一路上啃干粮喝凉水。有时
候春运紧张，在火车上站上一
天一宿是经常的事。当我累
了的时候，我就想起父亲在生
活中的艰难，浑身充满了力
量。

父亲退休后，我们在一起
的时间多起来。父亲好读书，
尤其喜欢数理化。没事的时
候，就在纸上做题研究。他不
喜欢看文学类书籍，他经常说
只有科学才能救国，才能学到
真本领。他希望我做科学研
究，但是我不喜欢。刚毕业的
几年，我有刚从“樊笼”里解脱
出来的喜悦，不想读书，只想
看看电视，学织毛衣，逛街到
处玩。父亲总是劝我：“干什
么说什么，当老师就得好好读
书，不误人子弟才好。”我虽
然嘴上不服，但是每天看见父
亲读书的样子，我都心生惭
愧，不久自己也制定了学习计
划，完成了一次又一次学历的
提升，从农村学校竞聘到了县
直学校。

结婚后，我的日子一下子

变得忙乱起来。工作紧张，孩
子小，家务多。因为和公婆教
育孩子的理念不一样，又面临
婆媳妯娌矛盾。公公脾气暴
躁，婆婆依着公公的想法，丈
夫是“孝子”，生活冲突不断。
终于有一次，因为家庭琐事，
触了公婆的怒，登门找父亲说
我如何的不对。本以为父亲
会和他们理论一番，谁知道父
亲竟然对公婆和颜悦色，好茶
伺候。我委屈的落泪，觉得父
亲偏向别人。父亲拉着我的
手，为我擦去眼角的泪，告诉
我：“家庭矛盾是人民内部矛
盾，不好解决，大家都让一步，
往远处看。当爷爷奶奶的不
可能不疼孩子，只是可能方法
不对。年轻的时候要干好工
作，不要在家庭小事上计
较。”

父亲晚年得了重病，住进
了医院。每次见到医生和护
士，都非常客气，连声感谢。
连续的化疗，让他疼痛难忍。
有次护士扎针失误，手上鼓起
了大包，我冲着护士大喊大
叫，父亲一声不吭，连连摆手
示意我不能这样。我告诉父
亲，住院就是享受服务的，有
事一定喊医生，父亲却从不高
言，有时候疼的脸上有汗珠，
医生来了，还是努力从病床上
站起来，和医生握手。父亲后
来可能知道自己的病，他常
说，彭德怀司令说：“等我死
了，我就埋在一棵葡萄树下，
长些大葡萄给人吃。”父亲是
真正的共产党员，是受过革命
教育的共产党员。在几十年
的工作和生活中，我时时想起
父亲的这句话，激励自己，努
力做一个对人民、对国家有用
的人。

父亲去世后，村子里的人
都来送别父亲，诉说着父亲的
好。我才知道父亲原来曾经
帮助过那么多人，还救过很多
人的命。本以为父亲是平凡
的，原来在乡亲们的眼里却是
那样伟大。父亲走了，我含泪
写下了《祭父文》。纪念父亲
平凡而伟大的一生。是他
教育影响和改变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