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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追星”，大多数人都会认为那
是年轻人的事。不，在我家，就有一位年
届九旬的“追星族”，她不但自己“追星”，
还带动全家族祖孙四代 21 口人和全村数
千名乡亲共同“追星”！

这位与众不同的“追星族”，就是我
的九旬老妈。

老妈出身名门望族，从小就识文断
字，一辈子喜欢读书看报。进入晚年后，
她自己订报学习，央视的《新闻联播》节
目，她更是每晚必看，几成生活定式！不
知从何时起，她成了“追星族”，不过她追
的星可不是什么歌星、影星、演艺明星，而
是那些称得上是“当代国之英雄”的明星
们：于敏、孙家栋、张富清、袁隆平、屠呦
呦、杨利伟、费俊龙、钟南山、张伯礼……

老妈追星那叫一个“铁粉”：她把报
纸上刊载的英雄们的事迹剪下来，粘在
一起，订成册子，谓之《英雄谱》！每逢周
末全家四代人聚会时，她就拿出《英雄
谱》，“照本宣科”地讲述一番。她尤其注
重对孙辈和重孙辈两代年轻人的“明星
观”教育，经常和孙辈们进行“家庭辩论
赛”。想想看，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婆和
一帮少男少女们进行面对面地辩论，场
面该是何等的壮观！尽管老妈单枪匹
马、势单力薄，但一番辩论下来，依然是
老妈一方取胜——通过老妈的讲解，在
铁的事实面前，孩子们真正看清了谁是
国家和民族的铁骨脊梁！谁是最值得尊
重 、最 值 得 全 国 人 民 共 同 追 捧 的“ 明
星”！国家和人民危难时刻，谁能够挺身

而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辩
论 赛 最 后 变 成 了 老 妈 一 个 人 的“ 演 讲
赛”：袁隆平研究的杂交水稻，解决了世
界 1/5 人口的温饱问题，一个人养活了
14 亿人！屠呦呦，中国首位诺贝尔医学
奖获得者、药学家，她发现的青蒿素，挽
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的
生命！核物理学家于敏，长期领导核武
器理论研究、设计，解决了大量理论问
题，对中国核武器进一步发展到国际先
进水平作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中国的

“氢弹之父”！习近平主席亲手为于敏颁
发“共和国勋章”……一番宣讲过后，孩
子们无不连连点头：“太奶奶、太姥姥、奶
奶、姥姥说得对，他们才是中国真正的英
雄，永远的大明星！”于是，孩子们卧室中
的歌星、影星明信片不见了，换成了袁隆
平、于敏、钟南山等人的照片、画像。

老妈不但在家“追星”，还利用各种
机会向乡亲们宣传“追星”：村头柳树下，
温热的土炕，田间地头，河畔沟渠，广场
场院……都回荡着老妈宣讲的话语。在
老妈的影响之下，村里出现了一大批“追
星族”，他们对袁隆平、钟南山等明星们
的事迹耳熟能详，张口就来！家长变成
了“追星族”，那么很快这一大家子就被
熏染成了“追星户”！老妈就是用这种几
何倍数的宣讲法，将新时代的“英雄观”

“追星观”播撒到前街后屯！
老妈经常说：“追星”不能光说不练，

要体现在行动上，要把“星”们的精神转
化为工作和学习的动力。这种观点确实

让我们“叹为观止”！在老妈的耳提面命
之下，四代人纷纷学习明星们的爱国、担
当、勇为、创新、进取等精神，在各自的工
作岗位和学习中，不断校正方向，增强能
量，克服困难，取得成就：孩子们个个是
班里的尖子生，每学期都能拿回几张“三
好学生”“优秀干部”奖状；我们兄妹几个
也均是单位的业务骨干，在不同的岗位
上边“追星”边实践，为国家和社会做着
不同形式的贡献；前不久，姐姐和我的儿
媳双双被评为“全县三八红旗手”；我被
评为“全省十佳编辑”，大哥的儿子还成
了“全县纳税先进个人”……

老妈过生日时，四代人相聚于老妈身
边。生日宴上，老寿星打开数字电视，向
全家人播放了在人民大会堂内举行的“全
国疫情表彰大会”的实况。当看到习总书
记向于敏、申纪兰、孙家栋、李延年、张富
清、袁生平、黄旭华、屠呦呦等英雄们颁发

“共和国勋章”时，四代“追星人”纷纷流
下了激动的泪水……老妈拿起一张报纸
读道：“中华民族是一个令人骄傲和自豪
的民族。我们每一个时代总能涌现出一
批英雄；我们每一次危难时刻都不缺乏敢
于牺牲的英雄；我们每一次胜利之后也同
样不会忘记那些为胜利付出良多的英
雄！这样的民族值得我们每一个人为之
奋斗、努力、付出！英雄们是新时代的楷
模，他们的功绩应该被全民族铭记，他们
的功绩必定会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之
中，时刻散发着光辉，引导着中华民族不
断砥砺前行，开创更加辉煌的未来！”

家有九旬“追星族”
□钱国宏 现代生活讲究效率，快节奏，每个人都行色匆

匆，一天的日程安排的满满的，吃饭也是快餐，住
宿也是快捷酒店，殊不知，有的时候需要慢下来，
静下来，认真考虑一下，慢，会事半功倍，还会享受
其中的过程和乐趣。

小时候，姥姥吃饭很慢，一副细嚼慢咽不慌不
忙的样子，往往都是姥爷早吃饱了，姥姥还在吃
呢！我们都觉得姥姥吃饭实在太慢了，热了不吃
怕烫，凉了不行要热热才吃，姥姥还总是说吃饭不
能太快，品尝不出味道，还会伤胃的。果然，后来，
姥爷经常闹胃病，姥姥总是健健康康的。吃饭慢
真的有一定的道理。

爱人是个慢性子，踏实而全面，考虑周到，你急
他不急，做事慢吞吞的，脾气好不着急。有时我脾
气上来了想吵架，急三火四地说了好几句，他才好
久冒出一句来，到了那时候我火也消了自己也冷静
了，想吵架也吵不起来了。爱人做事总是不慌不忙
一点也不着急，一次出门办事，我想着早去早回，急
呼呼地就想着赶紧走，拉着他就出了门，结果到了
地方才想起因为着急忘了带证件，没办法又回去一
趟，结果本来半小时能办的事折腾了一个多小时。
在做饭上，我的原则是速战速决做熟能吃就行，可
他还是讲究一个慢，小火慢炖，看我急呼呼的样子，
他笑着说好饭不怕晚。虽然是等的久了，可是慢火
熬饭炖汤，果然味道不一样，因为中间的过程充满

期待，那饭菜吃起来才叫一个香甜。
儿子也是慢性子，像极了他爸。每次做作业

都是不急不躁，我着急催促，他却像个没事人一
样，说他心中有数。虽然做得慢，但是保证质量，
字写得漂亮，题也是做一道对一道的极少出错。
俗话说慢性子有福，我也真是服了他们。

我爱好文学写作，每次采风回来，就会一气呵
成自觉洋洋洒洒地写文投稿，可以说我是写得最
快最早交作业的，为此还曾沾沾自喜认为自己才
思敏捷是所谓的快手。可后来我了解到一个文采
很好知名度很高的文友，创作是很慢的，先酝酿再
厚积薄发，一篇文反复斟酌推敲，细细打磨，斟字
酌句认真修改，精益求精，所以，发表的都是精品
佳作。对此我真的是自愧不如。慢功才能出巧
匠，俗话真的不俗啊。

慢生活，慢节奏，其实不是真的慢，而是一种
智慧。从前车马慢，却有了等待的乐趣，书信慢，
等到信件的一刻是何等的欣喜。爱情进展慢，牵
手就是一辈子。所以，在快节奏中高速运转的我
们不妨抽空停下来，慢慢喝茶慢慢思考，有时候磨
刀不误砍柴工，三思而后行，先是质量后是速度。
慢下来，再慢下来，想一想，静一静，等一等，不是
畏缩不前，而是踏实迈出每一步，每一步都稳稳
的。斟酌，沉淀，在慢中进取，在慢中磨炼，才会发
现不一样的人生。

我两个孩子都出生在城里，他们从小生活在
“摇篮”里，没有体会过劳动的艰辛，也很少体验劳
动带来的成就感。为了培养孩子们的劳动习惯，
我们想出了“劳动积分制”这个好办法，为孩子插
上劳动的“翅膀”。

建立劳动积分制，激励孩子去劳动。为了让
孩子们体会到劳动的快乐，让他们有更多的获得
感，激发他们对劳动的兴趣，我把单位的“党员积
分制”搬到家里，变成“家庭劳动积分制”。我们召
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共同制定并通过了《家庭劳动
积分制度》。制度中规定了每一项劳动的积分数
量、积分的兑换制度等详细事项。我们根据劳动
的难易程度制定积分：扫地、倒垃圾、擦桌子1分；
拖地、洗碗2分；洗自己的衣服1分，洗别人的衣服
2 分，做一个菜加 5 分……周末是积分兑换时间，
积分可以兑换现金，也可以兑换看电视或玩手机
的时间，还可以兑换玩具。制度制定好以后，全家
人都签字、按手印，那样的仪式感对后来的执行有
很大的帮助。

争先恐后挣积分，兴高采烈兑积分。我们在
家里设置了一个积分榜，每天晚上睡前我会把孩
子们当天劳动所获得的积分填上去。每天早上，
孩子们出门前都争着把家里的垃圾带去扔掉。吃
完饭后孩子们都抢着收碗、擦桌子、洗碗，看着孩
子们这样积极地参与劳动，我从心里感到高兴。
刚开始他们也会毛手毛脚，有时打破餐具，有时他
们洗过的碗我要再洗一遍，但是只要我们耐心地
多教几次后，都基本能达到要求。孩子们每天最
低能挣到2分，最多的时候能挣十几分，一周下来
每个孩子的积分都有好几十分。儿子喜欢兑换成

“看电视时间”，每一分可以兑换 5 分钟的电视时
间，他一般可以兑换到 2 小时左右。女儿要大一
点，喜欢直接兑换现金，每一分直接兑换成一元
钱，每周兑换到的几十元钱由她自己安排。于是，
一到周末，两个孩子就看电视，买零食，尽情享受
自己的劳动成果。

全家齐参与，争上“夸夸墙”。积分制实行了
一段时间后，孩子们渐渐失去了新鲜感。我和老

公、婆婆便开始和孩子“抢”积分，我们大人自己做
的事，也全部计算积分，写上积分榜，每周对积分
进行排名。我们在家里增设了“夸夸墙”，把我们
五人的积分进行排名，每周前两名的才可以登上

“夸夸墙”，登上夸夸墙的另有神秘奖品。为了保
持神秘感，奖品一般不提前公布，孩子们都对奖品
充满期待，劳动的兴趣就又回来了。“夸夸”奖品都
是我精心准备的，有时是玩具或盲盒，有时是图
书，有时是零食，但那些奖品都是质量比较好、价
格稍贵或平时孩子想要没能买到的，每一件都是
针对各自的爱好挑选的。

不断完善制度，适应孩子成长。孩子们渐渐
长大，我们的制度也跟着不断完善、改进。增加了
在家庭外面的其他项目，比如：被老师表扬1次加
5 分，被老师在班级群内表扬、当众表扬加 10 分，
主动帮助他人解决困难加 5 分……总之，就是想
尽各种办法让孩子保持对积分制的热度，主动积
极去劳动、去行善、去变得更优秀。

如今，我家的积分制已经实行了五年多了，
两个孩子的劳动习惯已基本养成。我想，在孩子
心中种下一颗“劳动”的种子，培养他们的劳动能
力，树立“劳动光荣”的理念，将来必能结出丰硕
的果实。

提起我那女人妻，二十几年的相
濡以沫，总算能够对付她的利嘴（唠
叨）、体验她的柔情、感受她的醋意、
忍耐她的“臭美”。

妻子爱唠叨，有事没事时，总爱
把“嘴”搁在我身上，好象一天不说我
两句，她就过不下去。但是，时间久
了，我就找到了对付她的办法。心情
好时，我就来个笑脸相迎、鬼脸相伴，
或以妙语相待；心情不好，干脆来个
默不作声，任她数落、让她发泄、让她
火爆，把她的唠叨当作“耳边风”，左
耳进、右耳出；如果实在受不了，古人
早就给我准备了三十六计，抬起脚一
走了之。

“刀子嘴、豆腐心”是妻子的德
行。记得每次吵架时，她总是咒我天
打五雷轰不得好死，但要是真的发生
一丁点儿小意外，她会忙前跑后在所
不辞，一边为我包扎伤口，嘴里还不
停地唠叨：“都几十岁的人了，还这么
不小心！”有时，吵嘴过后，她不直接
跟我赔理道歉，但她会默默地盛一碗
饭、拿一双筷子放到我常坐的座位
上，或者按照我的老习惯把我的茶杯
倒满；说不让我上床睡觉，但我真正
睡在沙发上，她又会在我装睡时给我
披上毛毯、掖好被角，把我换洗的衣
服悄悄地放在我的枕头边。

妻子最“女人”的地方就是醋意

满腹。在商场里、在车站、在机场、在
大街上，每当与美女佳人擦肩而过
时，我只能偷偷地看或在心里看，免
得让妻子怀疑我“爱”上了她们；电视
里出现了“请你欣赏”或吻戏的镜头，
对那“艺术”，我总是不屑一顾；上歌
厅、下饭店，我从来没有单邀女伴，以
防隔壁有耳，林中有目，免得到时候
长一百张嘴也说不清、道不明；至于
女孩子的信或照片之类的，既是多情
之物，也是是非之物，我从来没有三
天两头去翻看，总怕被妻子扣上“恋
旧”或“有一腿”的“罪名”；还有女孩
子的QQ或微信，我从来没有在她面
前聊，以免引起她对我的怀疑，让她
有事无事地去翻看我的手机；对于过
去的初恋，更不敢时常在她面前提
起，落得个莫须有的“藕断丝连”……

爱“臭美”是妻子的喜好。特别是
每次出门，她总爱对着镜子独自打扮
一番，或闲着没事时，非要我陪她一起
去逛服装店、美容院，有时看首饰，有
时选化妆品，尽管我很无奈，但我也学
会了忍耐，还得随时准备掏钱付帐，生
怕她觉得我对她不够重视或爱的程度
不深。当然，她也会为我买衣购鞋，把
我全副武装、打扮一番，说什么“男人
在外，就得注重穿衣打扮……”

我那女人妻只有一个，所以写起
来难免是“一家之言”……古巷深深 方 华/摄

夕阳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