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详见A02版

■ 社长：王爱军 总编辑：王静锋 执行总编辑：王 言 ■ 本期总值班：胡培军 统筹：马允安 编辑：赵 恒 版式：赵 恒 校对：皇甫静雅 组版：常 琳 制图：王 聪

新 闻 力 量 成 就 卓 越 生 活 http://www.jzrb.com 零售壹元3909990 8797077有奖新闻报料

2022年9月
星期三

农历壬寅年八月十二

7

扫码关注
焦作晚报微信
新浪官方微博：
@焦作晚报

今日8版 总第6466期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41-0007

▲ ▲ ▲▲ ▲ ▲

详见详见AA0404版版

▲ ▲ ▲▲ ▲ ▲

详见详见AA0202版版

9月6日，博爱县新华小学，新一年级的同学们踏上红毯走进校园。当天，该校一年级新生开学，孩子们在家长的带领下，走进学堂，开启小学生涯。 程 全 摄

非凡十年，晒晒我们的获得感
焦作市“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六场举行

《焦作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21-2025年）》印发

我市将打造世界太极拳“金名片”

6个方面25项举措

我市培育壮大市场主体
他们来自焦作，奋斗在宁波，请看——

宁波医生焦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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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爸爸是一名退休的语文教
师，他常常给我讲述他成为教师的
过程和走上讲台后的故事。每当说
起这些往事的时候，爸爸的眼睛里会充满着晶
莹的光芒。

我的爸爸是在生产队的推荐下，经过选拔，
成为一名光荣的师范生的。他说他每周都会背
上窝窝头、咸菜这些干粮，凭借着双脚，丈量着
家到学校的距离，就这样坚持走完师范学习时
光。在他毕业以后，走上了小学的讲台，凭借着
认真钻研、精彩授课、用心指导，成了当时很有
名的优秀语文老师。

在我成长的记忆中，爸爸给我影响最大的
就是读书这个爱好的培养。作为一名语文老
师，他非常了解阅读的重要性，记得我的第一本
厚厚的儿歌诗集，就是爸爸在我上一年级的时
候送给我的。这本书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但
是深深刻在我记忆里的第一篇内容，讲的是关
于《西游记》这个故事的儿歌，内容是这样写的：

“唐僧骑马咚那个咚，后面跟着个孙悟空。孙悟
空，跑得快，后面跟着个猪八戒……”记得我非
常喜欢站在院子门前的台阶上，大声地诵读这
首儿歌。院子里的几个小朋友紧紧地围在我的
身边，用羡慕的目光望着我，认真地欣赏着我的
表演。现在回想起来，我知道那是孩子们对知
识的仰慕、对阅读的渴望。后来这本书在大家
相互借阅的辗转中遗失了，每当提起这本书来，
爸爸还是非常惋惜和感慨的。

后来，我有幸成为一名语文老师，走上了小
学的讲台。当我在一年级的语文教材中再次读
到这首儿歌时，我的心里充满了惊喜。当我和
孩子们一起阅读这首儿歌时，似乎又回到了我
幼时的快乐时光。

在我学习成长的过程中，我从爸爸那里得
到了很多书籍，爸爸是我阅读上的引路人，这是
一位语文老师，更是一位父亲对孩子阅读习惯
的培养。

我记得上学时，我的作文常常被老师评为
优秀，有时还会当范文来读。我在写作上的进
步和爸爸那高高的书柜里存放的一本本教材
书、一本本作文书、一本本文学书是分不开的，
有时候是囫囵吞枣地快速浏览，有时候是细嚼
慢咽地细致阅读，我贪婪地从爸爸的书柜中吸
取着知识的营养。从那些书本里，我认识了许
许多多的名人，读到了诗歌，读到了散文，读到
了小说，了解了很多的文学知识。我爱上了写
日记，爱上了写作，逐步成长为一名语文老师。

我的爸爸很普通，从讲台到学生，从课堂到
学校，这是他记忆中最深刻、最重要的部分，也
是他最有趣、最快乐的时光。他热爱的教育，热
爱的文学，热爱的阅读，处处影响着我，也滋养
着我，让我承其志，走其路，存其初心，在教育的
路上，坚守本心。

串门儿
□杨 琳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街坊邻居，总让
人想起一幅似有若无、远远飘着炊烟的水墨画。如
果可以配上画外音，那一定是段特有的乡音土话；如
果它被拍成电影，其间一定会有串门儿的情景，进东
家，出西家，笑吟吟的样子，打着幸福的Logo。

串门儿是农耕时代的精神福利。阡陌交通，鸡
犬相闻。家家户户敞着大门儿，心安理得地享受着
悠闲。老者信步乡里，孩子飞奔田埂，东家长、西家
短，随随便便就被招呼着邀门入户，坐下喝茶，聊天
闲谈。没有敷衍，也不是应酬，就是串串门儿。岁月
静好，风调雨顺，一切安然。

城市不一样了。汹汹市声里，家家户户都关着
门儿。尤其住到高楼，无线通信极度发达的今天，串
门儿是一种奢侈。预约，或许就被安排到了饭店或
茶楼。兴致所至，年轻人最爱是撸串儿。啤酒、饮
料，喝得肚皮滚圆，然后闹到凌晨。这分狂欢是都市
的标配，表面上的热闹过后，处处透着寂寞。于是，
旅游成了出走的一种方式。从自己活腻的地方，移
动到别人活腻的地方。人们在潜意识里，通过这种
方式寻找那分串门儿的温馨记忆。

我觉得自己离老家越来越远了。曾经熟悉的村
庄悄然变迁，母亲走了，父亲走了，叔叔伯伯、婶婶大
妈也走了，岁月饶过谁？最年长的堂兄也走了。一
茬又一茬的人啊，在老去，远去，走掉，消失。每次回
到乡下，觉得无处可去。又总觉得，随处可去。因为
无论走到哪里，都有招呼，熟悉的声音，立马唤醒曾
经所有的记忆；无论走到哪里，都像是久违的串门
儿，它时时处处地提醒自己，这里是你的根，你曾在
这里从土里扎根，然后发芽，然后长大，然后放飞。

我在老屋的门口，随便找个地方坐下来。这里
已经颓废破败得没有烟火气息。我回到这里，仍然
有串门儿的感觉。可以放松地呼吸，尽情地仰望蓝
天白云。绿树依然成荫，只是没有了温度。父亲出
殡那天，老屋是最后一次热闹，像是气息奄奄生命的
回光返照。全村的老少爷们都来到这里，他们来这
里是以送行的名义串门儿。

不知不觉间，我已泪流满面，脸上却还挂着礼节
性的笑意。父亲的终老，这是抗不过的瓜熟蒂落。
我的悲伤，来自于乡亲们这最后的串门儿。我知道，
从此以后，这扇吱呀作响的旧木门，将一直由铁将军
把门。

所以，每次回到乡下，我都有意识地在村里走
走，偶遇乡亲，特别是儿时的伙伴，我都不邀自来地
去人家那里串个门儿。我在心里说，还去哪里旅游
啊，这串门儿是最经典的心灵之旅呀。每次从老家
回来，我都会一连多天夜夜安眠。你若安好，便是晴
天。心上人不仅仅是情侣，一定还有那分剪不断理
还乱的乡情乡音。

山间一蓬青婆娑
□杨光黎

山嘴角的一颗美人痣
别个家的小姐姐，持一方青巾
洗云、洗天、洗月、洗季节
洗着洗着，雨就慢下来了
那就再洗洗发动机、车轮胎或马蹄铁
反正，日子就是这么一节节地唰唰过……
想想从前呢——
谁不是谁的山中岁月？

竹间风淡，挡不住八月壶中的桂香浓
杯绽浮云，神游太行几重岭
菊花开与不开？月季竹梢相映红
故人一杯酒
便喝晕了坡上层层叠叠的鸡爪槭
难不成它们——
都是竹子的结拜弟兄？

秋来了，还不返乡的人
定是被另一种乡愁羁住了魂
具有两个故乡的——
不仅只是某种鹄雁，还有一种命运
不知你的眼前竹，和郑板桥的笔下竹
合不和神、协不协韵？
但一定都有个不解婉约的结
紧扣着枝叶的梦里身

山里人，性挚着
就喜欢这竹节拔出的朝天歌
山里住，石满坡
它们就像这本村一堆堆的老乡亲
用石头圈个小院落
圈住这沧海桑田不变的老承诺
圈住这一辈辈传下的旧传说
竹下一壶老茶、一杯云烟漫过
乡愁，就有了个正着落

远方有友若相问，有根的，咱照直了说：
家山何处？
北望太行泪无多
田于何所？
山间一蓬青婆娑

所有的意念和想象
在酝酿和蓄积 一场曼妙的抵达
蒹葭苍苍 白露为霜的诗句
已经悬浮于衣襟 叮当作响

日子在不急不缓间流动
柿子树上的鸟雀 南飞的鸿雁
铺陈着 一段段关于季节的叙事
露从今夜白 抒情过于饱满
诗意的清凉 在岁月的呓语间闪闪发亮

侧耳倾听 那穗玉米正在将身子舒张
浅浅地叮咛 旷然的思绪
琥珀色的酒杯在摇摇晃晃
借着微醺 向自己吐露自己的心事
颠沛流离中 沾满沉重的半边翅膀

茱萸 菊花 台阶前梧桐的雨声
构思着一个乡愁的乐章
那首长长短短的宋词 隐伏于尘烟
伊人是何人 是否还在吟唱着《在水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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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滋养
□张 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