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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哄奶奶“眨眼又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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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把私家车停在老家院子里
时，父亲走过来，围着那辆我新买的轿车转
了一大圈，伸手摸了摸崭新的车身说：“你
娃从省城回来，四百多公里路，可以脚不沾
地就到家了——你娃真行。”

父亲说着，向我竖起大拇指。接着就是
抒发一通自己的感慨：“以前走哪儿都是靠
双脚丈量路的远近，现在可好，出门就是车
子，见了车子腿就软了——享福哦！”

不过，这都是六年前过春节回家时候
的事了。才几年时间，我的观念就不一样
了，现在回老家，除了偶尔自驾，更多时候
是搭乘方便快捷的动车出行。车反而很少
开了，嫌开车太累，时间又长。根据国家规
划，出不了两年，还可以坐高铁回老家了，
到时回家更加方便。国家发展之快，堪比

“复兴号”的速度，快得让世界目瞪口呆，简
直是一天一个样。其实，这都是改革开放
带来的福祉。

父亲倒是希望我能每次都开车回老

家，他说别人家的孩子过年过节回家都开
着私家车，这样老年人脸上多有光哦。再
说现在哪家哪户没有车？其实，父亲这样
说，并不是为了顾及面子，他是为了往我们
车里放东西方便。每次回家，车子后备箱
总是塞得满满的农家土特产。说不要，父
母还不乐意，“我知道你们不缺什么，总不
能空着车回城吧？”

父亲说：“我知道现在年岁好了，没有买
不到的物品。家里带的是老年人的心意。
再说，都是绿色食品，自己家地里种的也不
值钱，到城里去买那不就花冤枉钱了吗？”

出生于六七十年代的人，对于改革开
放有一种更深层次的认知。经历过物质极
度匮乏的年代，从贫困中走出来的人，渴望
改革开放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是刻
骨铭心的。

我清楚的记得，读小学的时候，从家里
到学校那段泥巴小路上，不知摔过多少次
跟头，在烂泥里摸爬滚打的滋味，对于现在

的小孩子来说，他们永远体会不到那种艰
辛和苦痛。时代的不同，当然不能同语而
论。而今，从迈出家门口的第一步，就是硬
化的水泥路。这些实质性的变化，如果没
有改革开放，就没有这四十年辉煌岁月。

“风风雨雨四十载，红红火火千万秋。”
因改革开放而发生的变化，我七十多岁的
父亲是亲历者，也是受益者。说起改革开
放的成果，他有他的理解，满腹的感慨万
千，“现在真的是好哇！国家富强，人民富
裕。”父亲说这话时，充满自豪感，更有一种
幸福的满足感。

说到出行的方便，父亲比我更有感
触。他说，七十年代末期，他曾和叔辈们一
起，为了过年能烧上煤炭，他们天不亮就出
发去四十多公里外的煤矿挑煤。尽管他们
一行人抄近道，一担百十来斤的块煤挑回
家，耗尽了体力不说，还要付出一整天的时
间。那时运输能力几乎没有，全靠人们肩
挑背磨地搬运各种生活物资。那条通往镇
子的土石公路上，偶尔经过一辆手扶拖拉
机，过往行人无不投去羡慕的目光，那是当
时最快捷省力的运输工具，一般家庭也付
不起那个费用。

后来，土地包产到户，人们劳作完田间
地头的农活，剩余时间有的人开始做起了小
生意。二五八，三六九的赶场过街，把自家
产的萝卜，白菜拿到集市上去卖，把自家饲
养的家禽变成现金，渐渐地就都有了收入。
再后来，镇上就有人做煤炭生意，父亲也不
用去几十公里外的煤矿上去挑煤炭了，就在
镇上就能买到家里所需的生活用品。

父亲说起那些年的事情如数家珍，大
多是些心碎的过往与经历。他说：“现在，
你们在城里打工都开小车了，这在我们那
会儿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我说：“爸，别说
城里，就咱们农村的‘村村通’系统工程（其
中包涵有:公路，电力，生活和饮用水，电话
网，有线电视网，互联网等等）就是一个了
不起的国家工程。这个工程就是给普通老
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并实实在在
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品质。”

从1978年冬，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十八
位农民按下红手印开始，改革开放的春风
注定会吹遍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父辈
所经历过的是改革开放前的贫穷和改革开
放后的富足，这种反差在他们心里沉淀，自
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击感，那就是打心底
里感激党的好政策，改革开放的好模式。

看看眼前的繁荣景象，父亲常挂嘴
边的一句话就是：这都是改革开放的政
策好哇！

父亲的感慨
□李柯漂

“我——回来了！”儿子放学回家总是会大声
通报，可今天我感觉他有点儿底气不足。

“快，洗手，吃饭！”妻子和平常一样沉稳，丝毫
没有表露出急切和不安。

就在儿子回家之前，我还在和妻子猜测儿子
期中考试的成绩。自从儿子上了初中，回家后说
得最多的就是学习压力大，竞争对手强。说实话，
这次期中考试，我和妻子都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考得怎么样？”还是我藏不住事儿，在儿子洗
完手后，问了儿子一句。

“不怎么样，马马虎虎吧！”儿子心不在焉地回答。
“先别说其他的，好好把饭吃完！”妻子让我们

都闭嘴，饭桌上恢复了安静。
饭后，妻子拉着儿子一起坐到了书桌前。

“什么是马马虎虎，是做题时马马虎虎，还是
考的分数马马虎虎？”妻子开始了她和儿子的期中
总结。

“呃，考试时我也挺仔细的，只是分数马马虎
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儿子似乎不愿接受总
结反思，支支吾吾地搪塞。

“不可以这样糊里糊涂，考试发挥得不好，就
一定要找到原因，不然这考试就白考了！”妻子做
好了准备与儿子一起反思分析，不会就这样轻易
放过儿子。她加重了语气，对儿子说：“好好想想，
到底是什么原因？”

“有什么好想的呀？考试时高度紧张，考完了
一片空白，这次没考好，下次再努力呗！”儿子越来
越不耐烦。

妻子不急不忙，从儿子的书架上找出一本黑
色的笔记本，递给儿子说：“看看，这里有你上次月
考后写下的问题清单，看看上次出现的问题，这次
有没有都解决？”

“哦！”儿子不情愿地翻开笔记本，一边看着笔
记本，一边做思考状，态度有了些转变。

“妈妈，有几个问题我还没有解决好，比如做
题的速度还是有些慢，还有就是看题还有些不仔
细……”儿子一边说着自己的问题，一边脸上也表
现出比刚才更认真的态度。

“嗯，能够发现问题就好！”妻子适时地表扬鼓
励了儿子。

“还有，妈妈，有些地方我比以前做得好了，比
如上课回答问题比以前多了，也敢于主动问老师
问题了！”儿子反思的情绪被调动了起来。

“嗯，有进步，我们不能只看到分数，还要看到
分数得来的过程！”

妻子与儿子的期中反思步入了正常的轨道。
温暖的台灯下，母子二人对照着笔记本一问一答，
耐心地梳理着前一阶段的学习和这一次期中考试
中暴露的问题。

反思结束后，妻子回到房间里。我对妻子竖
起了大拇指。

“有什么办法呢，自己亲生的，不认真不行
啊！”妻子开玩笑地说。

“光认真还不行，还得有实力，有方法，你简直
成教育专家了！”我半拍马屁半认真地说。

“专家算不上，我也是从一本书上学到的。孩
子年纪小，还不具备深刻具体反思问题的能力。
家长要教会孩子反思，必要的时候还要代替孩子
反思。”妻子颇有心得地说。

“那你那个小笔记本里都记了些什么呢？”我
继续问。

“等儿子睡了你自己去看看呗！”妻子没有告
诉我答案。

事后，我翻看了那本笔记本。里面记录着儿
子进入初中后每一个学习阶段的反思。反思包
括三个部分：问题梳理，改进措施，奋斗目标。每
一个部分都以清单的形式呈现，内容具体，条理
清晰。

记得在一本书上看到过这样一句话，“孩子不
会接受灌输，但喜欢被充满。”是的，轻易地表扬或
是草率地责骂，往往收不到好的效果。但具体地
分析和耐心地引导，孩子一般是不会拒绝的。

妻子这种用笔记本来记录问题，用问题清单
来明确方向的办法，既能清楚地发现孩子的问题，
又能稳稳地促成孩子的成长，的确是一个好方法！

儿子有这样一位好妈妈，真的很幸运！

前段时间，在网上流传着一个视频，一位奶奶
在住院期间，一直不愿服用医生开的药，面对“孩
子气”的奶奶，她的孙子想到了一个办法，就用牛
奶盒“伪装”，骗奶奶说是“蜜糖水”，慢慢哄着老人
将药喝下去了。

其实，小时候奶奶也这样哄我吃药，记得那时
奶奶经常对我说：“赶紧把药喝完，喝完了奶奶给
你一块儿糖吃!”为了那块糖，我很快端起碗来，忍
着难闻的苦味把药一口喝个精光。

最近，80 多岁的奶奶眼睛见光流泪。去医院
看后，得知是上眼皮下垂导致眼睫毛往里长扎得
眼睛疼，俗称“倒睫毛”。父亲想带奶奶到医院做
手术，可奶奶像个不听话的孩子似的就是不想去，
家人劝说次数多了，她就“嗯”一声，可真正关门出
发时，奶奶又当了“逃兵”。

由于奶奶倒睫毛数量细少，医生建议也可在
家自行用睫毛镊子一根一根拔出。父母年纪大
了，眼神不好使。我手指细长，眼睛明亮，自告奋
勇给奶奶拔倒睫毛。初次拔睫毛时，我们选择晴
天上午10点多。奶奶拿个小板凳，后背倚着门口
一扇门坐好，我将双手和睫毛夹清理干净后，拿个
小板凳坐在奶奶对面，奶奶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我叮嘱奶奶，身体放松，别紧张，没事的。我右手
捏着睫毛夹，左手的食指和拇指撑开奶奶的眼皮，
还没拔，奶奶说：“嗯，万一挺疼咋办？要不算了先
不拔了吧？”“奶奶，我小心点，不疼的!”我安慰
她。“好，好，你继续吧。”奶奶见我手里举着镊子，
犹豫着弱弱地说。我提醒奶奶先不要说话了。我
拔一根，奶奶眼睛条件反射性地抖动着，紧缩半闭
一下，我知道奶奶很紧张。

这回奶奶不讲话了，可她却坐不安分了，一会
儿用手示意要换个高椅子坐；一会儿捶捶后背要
加个靠垫；一会儿又要给她倒杯水喝；我一一满足
这位“老小孩”的要求。最让我哭笑不得的是，在

温暖阳光的照射下，奶奶的眼皮越来越沉重，继而
睁不开，就差我用牙签支起来了。最后，她坐在椅
子上“呼呼”睡着了，我只好扶奶奶上床睡觉。

她睡醒后我接着做。由于睁眼时间过长，导致
奶奶有眼泪自动流出来，我哄她说：“奶奶，你看孙女
对你多好，竟把你感动得眼泪哗哗地……”奶奶微笑
着眨了眨眼睛，点点头对我说：“嗯，还是你拔了后，
眼睛舒服些，眼前也亮堂了，以后常给我拔一下吧!”

在我一步步“哄骗”下，奶奶终于认可并同意
了拔“倒睫毛”这件事。以后每个月，我都帮奶奶
拔一次倒睫毛，奶奶的眼睛又明亮一次。

我给奶奶拔着“倒睫毛”，近距离看到了奶奶
雪一样的白发，接触了她树枝般的皱纹。想起自
己小时候，奶奶是何等心疼我，对淘气的我也是连
哄带骗。现在奶奶老了，我想为奶奶尽一份孝心，
让她感觉到她曾经深爱的孙女也同样深爱着她。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反哺之恩的家风将
代代传承下去。

周末那晚，我和闺蜜枚枚小
聚。席间，枚枚向我诉苦，说她先生
如何如何的对家里照顾不周，结婚
十几年了，即使是家里的灯泡坏了，
也是她换的。听着枚枚满腹牢骚，
我不禁想起了前段时间发生在我家
里的那件事。

事有凑巧，前段时间，我们家的
洗衣机出了故障。在洗衣服的过程
中，我发现了洗衣机的转速很慢，好
像有气无力的样子，平时一次可以
洗完的衣服，我只好分两次来洗。
除此外，洗衣机在脱水时也不够彻
底，我不得不用力拧几下才把衣服
晾起来。这台洗衣机是几年前我们
换新房子时买的，想不到才用了几
年就出这么多毛病了。

晚上先生下班回来，我把情况
跟他说了一遍。吃完饭后，先生检
查了一遍洗衣机说：“应该问题不
大，估计是皮带松了，待我明天下班
后买零件回来试试看吧！”第二天中
午，先生果然买了零件回来，饭也顾
不上吃，就开始捣鼓起洗衣机来
了。先生首先拔掉了洗衣机的插
头，接着切断了接水源，再把洗衣机
平放在阳台上。在维修的过程中，
先生或蹲着，或坐着，有时还干脆趴
着，精神非常地集中，不一会，额头
便渗出一层密密的汗珠子。约一个
小时左右，先生把洗衣机立了起来
说：“大功告成！试试看吧，应该没
问题了。”

当我第二天启动洗衣机的时
候，又发现了新的问题。洗衣机的
运转速度虽已恢复正常，可是到了
脱水的时候，噪音大得让我心惊肉

跳。而且随着噪音的节奏，整个洗
衣机竟然也跟着挪动了起来，我来
不及思考就直接切断了电源。先生
下班回来后，我又向他如实反映了
情况。先生听完果断地说：“明天继
续修！”

第二次修理完洗衣机，先生亲
自把衣服放到洗衣机里去洗，并在
一旁监看着。结果到了脱水的环
节，洗衣机还是出现了同样的问
题。我试探性地跟先生说：“修得那
么辛苦，要不，买一台新的得了，我
还真的想换一台滚筒式的呢！”先生
瞪了我一眼说：“你这败家的毛病又
犯了是吧？该节俭的地方就不要大
手大脚的，知道吗？”然后又指着洗
衣机说：“放心，它的‘使命’还没完
成呢，我就不信，我修不好它！”看到
先生胸有成竹的样子，我知道我的
滚筒式洗衣机又成泡影了。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三
次，先生果然把洗衣机修好了。他
跟我说，洗衣机之所以发出那么大
的噪音，之所以会随着噪音挪动，是
因为平衡杆出了问题。我对先生竖
起了大拇指，并调侃着说：“你可以
改行做家电维修工啦！”先生还击
曰：“开一家维修店，努力奔小康岂
不更好？”

我怀着敬佩的眼光看了一眼
先生，心里不禁感慨：家有如此“维
修工”，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啊！
先生修的不仅仅是洗衣机，更为我
们这个平凡的家庭修来了稳定与
和谐！我常常知足地陶醉于这个
平凡的家庭所带给我的温馨、宁静
及安全感……聆 听 苗 青/摄

家事热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