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日的阳光洒在荷塘上

碧绿的荷叶散发着清香

蜻蜓在水面上飞舞

蝉儿在岸边的枝头吟唱

风儿轻轻吹过荷塘

带来一阵阵幽香

荷叶迎风摇曳

仿佛亭亭的舞女轻摇

塘边的芦苇沙沙作响

如低回的和旋伴唱

岸边游人如织

一阵阵笑声飘过荷塘

一位老人坐在岸边

须发皆白，神态安详

像一首古老的歌谣

诠释着千年的荷塘

女贞盛放

一串串洁白的小花

如满天繁星撒向荷塘

清幽中弥漫着夏的苦香

美好的夏日时光

藏着多少童年的梦想

淡雅悠远的荷塘清歌

在我心里久久回荡

荷塘清幽

�安宇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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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仙子（摄影）

汤更生

刊头书法 朱健

我的家乡淮安市金湖县位

于江苏省中部。“金湖”由敬爱

的周总理定名，象征“资源丰富，

日出斗金”。 这是一个美丽的苏

北水乡， 拥有水面 420 平方千

米，滩涂 44 平方千米，境内白马

湖、宝应湖、高邮湖三面环抱，淮

河入江水道自西向东贯穿腹地；

水面广阔，河网密布，长堤环绕，

绿树掩映；家乡人民牢记“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打造了一

派湖色水乡的自然风光。

上个月我休年假，回到了故

乡金湖白马湖乡探望父母亲和

家乡的亲朋好友，听他们讲述了

这些年来的家乡巨变。

从前，我们家乡人生活贫困。 住

的是土坯墙、茅草屋，一下大雨

家遭殃，大人小孩忙堵漏；青黄

不接的季节吃糠咽菜充饥，吃

上顿没下顿；村里没有自来水，

人畜喝的是一塘浑水；乡村学校

少，房屋简陋；孩子上学难，文盲

多； 孩子多的人家衣服上打补

丁，一件衣服老大老二老三轮着

穿；村里交通不方便，好多老人

一辈子从未出过家门，农忙时干

活，农闲晒太阳、扯家常，生病老

人无钱医治，生活无保障。

现在我们的家乡生活大变

样，家家住上了新瓦房、新楼房，

吃的是自家产的大米白面、新鲜

蔬菜及河中的鱼虾、菱藕，荤素

搭配，营养丰富；喝的是安装到

家的自来水，安全、卫生又方便；

村村通公路，水泥柏油路一直铺

到家门口，公交车、私家车和摩

托车在乡村公路上穿梭，交通方

便了，大幅缩短了乡村与城市之

间的距离；村里建起了阅览室、

老年活动室、报刊亭，大家在一

起谈的是致富经、强国论；老人

按月领取养老金，生活有保障；

医保有统筹，人人有医保，有社

保，小病村就医，大病统筹到乡

镇、市级和省级医院治疗；学校

建起新瓦房，教室里设施齐全，

电脑室、图书室、音乐室、体育

场，村里适龄儿童个个有学上，

做到了德智体全面发展。

走进金湖新农村，处处一片

新气象，天变蓝、水变清、树成

行，路面宽又平，人人讲文明、讲

礼貌、守法规、讲诚信、讲卫生、

尊老爱幼，助人为乐，团结和谐

树新风，乡村处处美如画。

我美丽富饶的家乡素有“尧

帝故里”“渔米之乡”“荷花之乡”

“淮上明珠”“苏北小江南” 之美

誉， 是 2018 年全国绿色发展百

强县市第 78 位。 白马湖的生态

渔村特产大闸蟹，龙虾、甲鱼、银

鱼等丰富的水产品，金湖的小白

鹅久负盛名。 荷藕、菱角、芡实、

蒿茶、双黄蛋均是金湖特产。 热

烈欢迎全国各地朋友来旅游、购

物和观光。祝愿我们的金湖农村

科技蓬勃发展和提高，林木渔业

生产不断增长，农民收入不断提

高。

金湖有了大变化

�陈方云

我和我的家乡

朋友的儿子二岁多

一点，人不大，脾气却不

小， 时常为一点小事无

理取闹， 而且越哄闹得

越厉害， 朋友很是伤脑

筋，打电话过来咨询我，

在孩子无理取闹时，大

人究竟应该怎样应对？

首先我们应该清

楚，孩子为什么闹，发脾

气。 对于幼儿来说，发脾

气是一种情绪反应，而

闹是一种表达方式。 因

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尚

不能用言语表达自己的

愿望和感觉， 于是就只

能借用原始的方式以引

起父母的注意和关注。

孩子无理取闹时家

长应该怎么办呢？ 我觉

得，作为家长，首先得给

孩子一个反馈， 让孩子

感觉到你注意到他的情

绪发生变化了。 下一步

就是要弄清楚孩子为什

么而“闹”，看其“闹”得

有没有道理， 然后再做

出适度的反应。 有的父

母是孩子一“闹”就无所

适从， 不分缘由马上就

做出退让式反应， 哄着

宝宝高兴， 围着宝宝团

团转。 这种过度反应的

行为方式， 很容易养成

孩子以发脾气要挟父母

的坏习惯，父母的“软”

会让宝宝表现得更加无

理。 这样一来，容忍、迁

就、纵容，没有限制和规

矩，教育怎能行得通？

另一类父母则不太

理睬孩子的情绪反应，

甚至一忙就忽略了孩子

的要求，也不区分“闹”

中有没有正当、 合理的

成分。 父母凡事不回应，

有可能造成孩子情感压

抑， 有想法不善于或不

愿意表露， 日久形成无

助感。 一些人长大后在

怎样应对孩子的无理取闹

�杨奕敏

老同事、视频达人石老师

发了一条最新作品：十几位当

年工厂技校同学相约游玩郊

野公园。 一如既往地点赞后仍

意犹未尽：当时工厂环境较为

闭合，年龄相当的经历几乎相

同。 所以尽管不在同学之列，

对各人情况仍略知二三；且与

其中一些还很有些交情。 故在

我来看就是年逾花甲老同事分

别几十载后的一次春天聚会，

虽然“人生南北多歧路”许久不

见了，但共同走过那一段则是

很难抹去的共同记忆。

几十年前，说起“在国营工

厂上班”，口气多少可以“拽拽

滴”； 其实也意味着环境艰苦

“生活”繁重且单调。 那时年轻

气盛的我们满是初生牛犊的急

躁不安，学不来厂里中老年职

工的淡定从容，总想办法弄点

“幺蛾子”的洋相，在无谓事情

上消耗剩余的精力。 譬如几乎

都有个带着江湖气味的诨号

“阿二”“老车”“金刚”并引以为

豪；经常纠缠于某人说话态度

“嘎老嘎”、生活做得“太浆糊”

或怀疑你胡说八道“瞎撬边”，

或得意洋洋地四处嚷嚷“认得

人、路道粗”是啥事都摆得平

的“一帖老膏药”；再则就是自

以为得计地“暗搓搓” 谋点私

利；所以磕磕碰碰就不可避免。

那时的生活空间远不如当下的

宽松，不晓得只想“撸顺毛、听

好话”不想出丑，只能活成一只

井底之蛙， 更不明白只有经历

“丢人现眼”才会成熟得更快并

有可能收获喝彩。 如今回想起

来，很多事似乎就发生在昨天，

笑声、戏谑乃至争吵尤在耳边。

当然要感谢上世纪九十年

代的企业体制改革， 让人得以

抽身而出寻找更适合的空间；

而无须“死磕”终生。 以往“脚

碰脚” 的人生轨迹便划出了一

个个不同弧度的曲线； 更在分

别几十年后能以久经历练的眼

光从容打量过往的岁月。 于是

发现以往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的兄弟哥们，如今也是“边界”

分明；亦懂得了迁就、知道了理

解、 学会了顾及亦少了很多顾

虑，也更珍惜当下；对随记忆泛

起的一些不愉快往事则一笑而

过， 宽容地对待人与人之间的

各种差异， 对有些情况“拎得

清”地默默“不响”远胜于贸贸

然的关切。

一分钟的视频， 几乎转瞬

就结束；看到众人围桌举杯，聚

会就要结束但回味许久。

始终关注的“路人”

�陈茂生

交往方面缺乏积极情感，缺少共

情能力，与其幼年感情时常被忽

视、被冷落、被拒绝有关。

两岁的孩子初步有了自己的

愿望和需要，但往往表达不明确，

所以闹成为一个便于使用的“法

宝”。只要一闹便能引起父母的注

意，让父母体验到“压力”（其实宝

宝无意给家长压力， 是家长出于

爱而自感压力），于是宝宝的要求

便能得到满足。

另外，婴幼儿的情绪，具有

短暂、强烈、易变、冲动，缺乏控

制等特点。 建议：（1）孩子闹时，

首先不要着急去哄，先弄明白其

在闹什么，为什么而闹？（2）不

能养成孩子以“闹”的方式来获

得满足的坏习惯， 即便答应她

什么，也一定在其停止闹的情况

下给予；这样孩子才能渐渐学会

以正确的方法表达自己的愿望。

（3）家长要区分事情而为，不要

当即满足宝宝所有的要求，百顺

之后一旦不能答应她，宝宝会更

加不能忍受。 适当地让孩子感

到挫折，懂得延迟满足自己的心

理需要也是人格发展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