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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动动笔了
李 佳

《我们仨》读后感
王 燕

把老百姓搁在心里
——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有感

曹效德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采用访谈实录的形式，通过知情
人的回忆、讲述，再现了习近平
总书记的七年知青岁月，倾听总
书记克服困难挫折、刻苦读书学
习、心系人民群众、敢说敢做担
当的故事。从中我们看到了青
年习近平在困难面前的选择和
担当，感受到了青年习近平的人
格魅力和榜样的力量。

知 识 青 年 上 山 下 乡 ，从 相
对优越的城市到条件落后的农
村，落差有多大？即使没有经
历过也能想象得出来。面对完

全陌生的广阔天地，陌生的人，
陌生的环境，一个无依无靠的
普通知青，想在农村待下去，要
过的不仅仅只有“四关”，还有
无 法 预 估 的 困 难 随 时 都 会 降
临。就是在这种前途未卜的环
境中，刚到梁家河才几天的时
间，习近平就做了一件普通人
想不到也做不到的事情。一个
不满 16 岁、因“家庭”问题背负
着沉重“政治包袱”的青年，居
然想到了去吊唁一位素昧平生
的革命母亲，恭恭敬敬面向老
人的遗体鞠躬。如果心中没有

理想信念，没有积极地
面对生活的态度，是难
以做出这样的决定的。

最让人感动的是，
一 次 一 位 乞 讨 者 自 称
自 己 是 习 近 平 父 亲 的
警 卫 员 。 习 近 平 于 心
不忍，在无法确认真假
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就
把身上的钱、粮票都掏
光给了那个老汉，还把
外 套 也 脱 下 来 给 了 人
家 。 在 那 个 物 质 极 为
匮乏的年代，习近平的
经济也很拮据，钱和粮
票 并 不 多 。 而 那 时 已
是阳历十月份，陕北已
经开始冷下来了，近平
竟 然 把 衣 服 也 脱 下 来
给 了 那 乞 食 老 汉 。 心
中没有大爱，就不会有

这样的举动。而有了这样宽广
的胸怀，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
对待灵娃的态度，批斗会上教
育“二流子”的方式方法了。

习近平的仁义之举，公道
办事，老百姓看在眼里，记在心
上，选举他担任村支部书记也
就是顺理成章的了。事实也证
明，梁家河的村民选对了。习
近平当书记不到两年时间，办
沼气、打井、办铁业社、种烤烟、
办代销店，还搞河桥治理，打了
5 大块坝地，直到今天，梁家河
村还在受益。

心里装着群众的人，群众
也一定会把他放在心上。习近
平离开梁家河要去上大学的时
候，村上的男女老少，没有任何
人组织，都一大早到习近平的
窑洞门口，准备送他。就连一
个双腿残疾叫石玉兵的人，也
拄着双拐一步一步地挪过来要
送 习 近 平 。 而 在 送 行 的 人 群
中，武玉华夫妇哭得最伤心，不
为别的，就是因为习近平对待
他们的孩子灵娃（智力上稍有
缺陷）宽容、和蔼的态度。

无 论 是 当 年 的 插 队 知 青 ，
还是现在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
人，习近平待人真诚、为人实在
的品格始终没有改变。就在去
年 11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会
见参加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
大会的代表时，当看到 93 岁的
黄旭华和 82 岁的黄大发两位道

德模范代表年事已高，站在代
表们中间时，就拉着他们的手，
请两位老人坐到自己身旁来。
两人执意推辞，习近平一再邀
请，说：“来！挤挤就行了，就这
样。”会见结束后，习近平语重
心长对有关部门的同志说，给
老道德模范让座，这是尊老敬
老的传统美德，这就叫人伦常
情。

从少年时代吊唁一位革命
母亲，从把身上所有值钱物品
全部送给一个乞讨者，到今天
为老道德模范让座，总书记亲
民爱民的作风一以贯之，始终
把老百姓搁在了自己的心里。

读《习 近 平 的 七 年 知 青 岁
月》，有温暖，有感动，有榜样，
有力量。

（作者单位：武乡发电）

经 朋 友 的 推 荐 ，拜 读 完 了
杨绛的《我们仨》一书。书中钱
钟书、杨绛还有他们的女儿钱
媛一家三口那种不求名利、不
求富贵、相濡以沫，浓浓的亲情
所折服。他们拥有世界上最温
馨的家庭，虽然也曾忍受过最
艰难的社会压力，但他们却仍
然在学术上苦心专研，以此来
享受生活中的种种乐趣。他们
就这样，简简单单的走过了普
通而却又不平凡的六十多年！

该 书 分 了 三 部 分 来 回 忆 。
第一部分是《我们俩老了》，第
二 部 分 是《我
们仨失散了》，
第 三 部 分 是

《我 一 个 人 思
念 我 们 仨 》。
这 三 部 分 情
节 ，大 多 数 都
是 在 梦 境 当
中 。 其 实 ，刚
开 始 看 的 时
候 ，是 看 不 进
去 的 ，也 觉 得
无 聊 ，但 读 着
读着，突然就被他们一家三口
的故事所打动。书中回忆了杨
绛和钱钟书平凡而又浪漫的爱
情 ，他 们 共 同 经 历 过 疾 病 ，文
革，生离死别。他们那种生离

死别，让我深深的理解到死亡
带给人的那种痛苦的折磨，就
像是用刀捅入你的胸口一样，
心里痛的要死，嘴里却说不出，
也听不到一句叫喊。一个陪伴
了自己大半辈子的人就这样忽
然的消失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那种痛让人忘记了呼吸，忘记
了 自 己 是 否 还 活 着 。 这 个 时
候，我突然想到了自己的公公，
我无法想象到，当时我们做子
女的都已经痛到不知所措，我
的婆婆是如何撑下来的。他的
离开，给她带来了多大的痛苦，

多 大 的 打 击 。
这 个 时 候 ，我
才深深的体会
到 ，当 时 的 婆
婆 ，在 我 们 劝
说 下 ，极 力 反
对搬下来和我
们一起生活是
为什么。因为
在 那 个 家 里 ，
有他们最美好
的回忆！家里
的每一个角落

都有公公的影子。
书 中 ，杨 绛 很 爱 很 爱 自 己

的女儿，因为她是她的骄傲和
依靠。但她永远都是让她牵肠
挂肚的。虽然最后的最后，她

的 女 儿 还 是 走 了 ，
但 走 的 却 是 很 安
详 。 在 现 实 生 活
中 ，有 很 多 的 白 发
人 送 黑 发 人 ，那 是
一件让父母特别痛
苦的事。杨绛说阿
圆走了她就不用再
牵 肠 挂 肚 了 ，可 越
这 样 想 ，心 却 越 牵
扯的疼。因为那毕
竟是自己十月怀胎
生 下 来 的 ，倾 注 了
一 辈 子 的 心 血 ，怎
么可能说放下就放
下呢？其实天下的
父 母 都 是 一 样 的 。
很 多 人 都 会 说 ，我
会对爸妈好！等我
有 钱 了 ，就 带 父 母
游山玩水。可又有
谁 曾 想 过 ，当 你 有
钱了，你的父母可能已经老了，
走不动了；当你所谓的有钱的
诺言还没有实现的时候，可能
你 的 父 母 已 经 离 开 了 你 。 所
以，不要说那么多的诺言，那些
所谓的伟大的诺言在面对现实
的 时 候 ，已 经 变 得 一 文 不 值
了。其实，父母不要求你们有
多么的大富大贵，他们不需要
你们带他们去游山玩水，不需
要你们给他们多少多少钱，他
们要的只是一颗能够经常陪伴
他们的心，要的只是你们平安
健康幸福就足矣！他们为了我
们 已 经 辛 苦 操 劳 了 大 半 辈 子

了，从来不吝啬对我们的投资，
却不舍得花钱让自己享受。如
此厚重的爱，我们该如何才能
报 答 完 啊 ？ 我 们 无 法 预 知 未
来。要爱，就趁现在，能爱多久
就爱多久。

书的最后有一段话写的非
常 好 ！ 我 把 它 作 为 了 名 言 警
句！“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
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
永 远 快 快 活 活 的 一 起 过 日
子！”“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
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
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
年 才 有 了 一 个 可 以 安 顿 的 居

住。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
道路上已走到了尽头”“世间好
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得到的结果总是失去，相聚得
来 还 须 散 ！ 杨 绛 先 生 在 文 末
说，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
在寻觅归途。我想，文章到这
里的时候，才在淡淡的忧郁中
透露出了人们对生活的希望！

每 一 个 人 都 有 自 己 的 、不
同的境遇，但家是永远的温暖
的 代 名 词 ，把 握 当 下 ，珍 惜 眼
前 ，爱 自 己 ，更 要 爱 自 己 的 家
人！

（作者单位：西山福利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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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有
了 电 脑 ，人
们动笔的机
会 就 少 了 ，
而有了互联
网 ，人 们 动 脑 的 时 间 也 有 限
了，只要敲敲键盘，点点鼠标，
熟悉的陌生的文字跃然屏幕，
轻松搞定，百度一下，类似信
息资料拈手就来，毫不费力。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的确给
人带来了方便和快捷，但长期
下去，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小觑
的，这不，久不动笔的我问题
来了。

当 我 真 正 想 动 笔 写 些 什
么的时候，突然发现我“失忆”
了，纵然我绞尽脑汁，用尽洪
荒之力让大脑飞速运转，结果
都是一样，找不到素材、词荒、
无感，甚至连以前很熟悉的字
都不会写了。望着窗外马路
上川流不息的车辆，我发呆许
久，感觉自己真的像极了冬日
里的枯树，从外干到内，毫无
内容可言。这样长期下去，我
不就像枯树一样，了无生气而
枯竭了吗？想想都觉得可悲。

中 国 的 传 统 文 化 博 大 精
深 ，诗 人 、作 家 、学 者 不 计 其
数，如果他们也依赖于电脑网

络，不去思索、不去创新、不动
笔，那我们还从哪里汲取新的
养分、学习新的知识？还从哪
里能欣赏到美文？中国的文
化还如何传承下去？社会还
怎样进步与发展？在这个复
制粘贴的年代里，我深刻的认
识到，科技在进步，时代在发
展，有些东西是不能懒，也是
懒不得的。懒掉了今天，或许
会失去了将来！

作为新一代年轻人，我认
为，工作之余，还应当多动笔、
动脑，练练我们的汉字，利用
现有的网络便利条件不断学
习、积累各类知识，只有量变
达到质的飞越，才不会成为电
脑的傀儡，更不至于到了离开
电脑就寸步难行的尴尬境地。

所 以 ，从 今 天 起 ，随 身 带
支 笔 ，让 我 们 的 笔 一 起 动 起
来，把美好的生活、细腻的情
感、美丽的文字都用笔尽情的
记录下来，持之以恒，枯树将
会又逢春！

（作者单位：晋兴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