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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录 老 百 姓 自 己 的 生 活

校园一角的朗读声
◎李文燕

＞五味人生

＞凡人小记

校园东北角，有一处世外桃源般的所

在——陶然亭。亭子周围，一片小林郁郁葱

葱，松柏交错，静静守护着这片清幽。几个石

凳隐匿其间，等待着有心人前来休憩。

一个午后，我被一阵似有若无的朗读声

吸引。循声望去，只见小林中，一个瘦小的身

影正站在一棵树下，捧着书本认真朗读。是

班上成绩平平、性格内向的子晴。

她的声音起初有些发颤，带着不自信，渐

渐地流畅起来。我没有打扰她，只是静静地

听着。从那以后，我常于午后来这里，每次都

能看到子晴专注朗读的模样。

上周，学校举办了“声动未来”美文朗诵

大赛。我在班上鼓励大家积极参与，发现子

晴眼中闪过一丝渴望。下课后，我把她叫到

办公室，问她是否想参加。她低着头，小声

说：“老师，我想参加，可是我怕读不好。”我鼓

励她：“你每天在小林里的朗读，我都听到了，

你很有潜力，只要勇敢尝试，就一定行。”在我

的劝说下，子晴终于鼓起勇气报了名。

比赛那天，子晴走上讲台，看到台下众多

观众，脸色变得煞白，声音开始结巴。我在台

下向她投去鼓励的目光，轻轻对她点头。她

深吸一口气，闭上眼睛。片刻后，她睁开眼，

开始朗读。那声音清脆悦耳，情感饱满，将一

篇《三月桃花水》演绎得如诗如画。台下的观

众都被她的表演吸引，最终，她赢得了热烈的

掌声和不错的名次。

从那以后，子晴变得开朗、自信。看着她

的变化，我不禁感慨，每个孩子都像一颗蒙尘

的珍珠，只需一点契机，就能绽放出属于自己

的光芒。而那校园角落的朗读声，也成了我

心中最美的校园记忆，见证着学生的成长与

变化，时刻提醒着我，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

要善于发现并点亮学生内心的希望之光，让

他们在成长的道路上勇敢地追寻自我，绽放

光芒。

（作者系洛龙区第一实验小学教师）

我的书房位于洗衣间的临窗一隅。

窗户朝北，抬头望去，穿过楼宇间隙，可以窥见

北汝河的秀美景色。洗衣间本不宽敞，一室二用之

后，更显逼仄。一张电脑桌，一把木椅，一台笔记本

电脑，一盏台灯，两盆绿植，一本略有破损的词典，

便是书房的全部。推拉门一关，俨然一个世外桃

源。书房虽陋，却颇合我的心意。

这是我的临时书房。十年前买房时，没有专门

的书房。母亲说：“我的卧室大，把你的书柜和书桌

放我屋里吧。”我欣然应允。我习惯夜间读书，多为

消遣，母亲喜欢在睡前看一会儿电视剧，我们互不

干扰。三年前，我兼职为北京一家出版社做线上校

对工作，看稿时间一般在晚上七点到十二点，对一

间独立书房的需求便迫在眉睫了。我东寻西觅，最

后选定洗衣间，简单改造后，斗室落成。

我负责字词句、标点符号及各类常识的纠错。

这是一项烦琐而严谨的工作，不同于赏析式的阅

读，非常耗神。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挑刺”，每找到

一处硬伤，便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时间

不长，我便养成一个臭毛病：微信聊天，也要纠正人

家的错别字。

两年后，我罹患眼疾，不能再熬夜看稿，不得不

中止了与出版社的合作，但袖珍书房并未退出舞

台。闲暇时，我端一杯清茶，坐在那把木椅上，回味

着七百多个夜晚的夜读时光，内心的激情时不时被

点燃。有感悟时，我也会躲在这里码字，努力实现

每个月发表一两篇千字文的目标。

两年多的校对经历，是我平凡生活中的一朵鲜

花，虽然并未让我的文学修养有多大提高，但使我

养成了字斟句酌的习惯。我坚信，平凡如我者，只

要保持对文字的热爱，文学梦想一定能够实现。

（作者系汝阳县实验高中教师）

袖珍书房
◎周龙杰

“小孟，快来拿点儿韭菜！”正看手机的我，听到

有人喊，连忙抬头，见邻居梅姐正在给大伙儿分韭

菜。我跑过去，梅姐塞给我一大把。

梅姐和我住同一栋楼。她爱挖野菜，春天挖荠

菜、枸杞芽、苦菜，夏天挖蒲公英、养心菜、车前草，

拿回来跟左邻右舍分享。

前两年，黄河滩有个种韭菜的农场改种海棠，

之后每年春夏之交，地上依旧长满鲜嫩的韭菜。每

到这时，梅姐就会抽空到地里割韭菜，带回来分给

邻居们。我开玩笑说：“梅姐，您割一次韭菜，咱全

楼的人就都有韭菜吃啦。”

梅姐是我们这栋楼的楼长。谁家暖气不热，她

帮忙联系维修师傅；谁家门上钥匙丢了，她帮着找；

谁捡了东西，会很信任地放在她家，她也会想方设

法寻找失主。

梅姐就是这样一个热心肠的人。你瞧，这会儿，

她又在小广场的长廊里择野菜呢。今天会是什么宝

贝？我好奇地走过去一看，竟是一棵棵绿油油的蒲

公英。“拿走泡水喝，下火。”梅姐招呼我。“谢谢梅

姐！”“客气啥？见外了不是！”梅姐一脸灿烂的笑。

（作者系孟津区洛阳石化关工委工作人员）

热心肠梅姐
◎孟秀君

那天早上，到邻居家借阅一张

报纸。邻居打开玻璃窗，听我说了

日期，便把几沓报纸从护栏中递出

来。我没找到那一天的，便又说明

日期，请他再找一下。

谁知邻居很快又递出好几沓

报纸，说那你找吧。我顿时来了情

绪，心想原来在机关工作时就很熟

悉，后来住在一栋楼成了邻居，平

时见面嘘寒问暖，客客气气，今天

怎么了？找张报纸，日期说得清清

楚楚，你举手之劳，翻出来就是了，

为啥一次又一次、一沓又一沓让我

找？正想赌气说不要了，却听到邻

居轻声叹气：“唉，白内障越来越严

重，连报纸上的标题都看不清了。”

我一惊，怪不得每天的报纸都

成沓没打开，马上意识到自己误会

人家了，心头的怨气立即烟消云

散。随之而来的是满心愧疚：怨自

己太急躁，一下子就生气了，太小

家子气了！赶紧带着歉意说，谢谢

啊，真的麻烦你了！

回到家，我立马在手机上搜索

“误会”一词，释义为：误解对方的

意思。接着又回忆了一下过往生

活中，我误会别人、别人误会我的

情况，不禁开始思索。

在日常生活中，由于认知不

同、理解差异，误会总是难免的，关

键是要学会化解误会。误会的一

方，如果能主动敞开心扉，表达自

己的真实感受，耐心听对方解释；

被误会的一方，如果能解释清楚事

情的来龙去脉，表达自己的真实想

法；如果双方都能换位思考，站在

对方的角度，去理解产生误会的缘

由，以宽容之心包容因误解而产生

的伤害，那误会就消失没影儿啦！

（作者系西工区市委院社区居民）

＞你说我说

误会误会
◎张三旺

＞生活百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