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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及家属：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八小时工作的起点，
也是八小时工作之后的归宿。家风，是一个家庭
的精神内核，也是一个社会的价值缩影。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
修身、廉洁齐家。为进一步倡树清廉家风，充分
发挥家庭助廉作用，营造文明健康、风清气正的
社会氛围，现向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及家庭成员发
出如下倡议：

以廉立家，涵养清廉好家风。党员干部要培
育好家风，引导家庭成员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
己之心，常戒非分之想，以德治家，以廉保家；
带头坚持廉洁自律，以身作则，做到非分之礼不
收，不义之财不取，不廉之友不交；要敬畏权
力，不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自己及亲属谋取不
正当利益。

以廉治家，守护清廉好家风。党员干部的每
一步成长都离不开配偶的默默奉献和鼎力支持。
要常吹家庭“廉政风”，多念家庭“廉政经”，管
好家庭“廉政帐”，做好“八小时以外”生活圈、
社交圈的廉政监督，努力当好配偶生活上的“贤

内助”、工作上的“廉内助”。时刻提醒和督促家
人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做到“一身正气上
班去，两袖清风回家来”。

以廉传家，传承清廉好家风。子女是家庭的
未来和希望，党员干部要严守廉洁家训，传递廉
洁基因，子女要当好家庭监督员，父母要身体力
行、言传身教，教育子女自律自强，形成“父母
教育子女、妻子提醒丈夫、丈夫引导妻子”的家
庭廉洁氛围，让清廉的家风源远流长、薪火相传。

最是清风传家远。全区广大家庭，让我们携
起手来，积极开展家风家教助廉活动，筑牢家庭
拒腐防变的坚固长堤，把家庭建设成为 “温馨的
港湾”“廉洁的港湾”“幸福的港湾”，共创崇廉尚
廉、和谐美满的幸福家庭！

市中区纪委监委机关
中共市中区委宣传部
市中区妇女联合会
2022年5月27日

“建设好家庭 涵养好家教
培育好家风”倡议书

□木易

眼下又值一年高考时，早在考前的许多日子，我就明显感
到身边同事、朋友对高考话题的关注度愈来愈热。凡有孩子今
年高考的，无不见面寒暄一番，仿佛除了高考，其他的事情都
微不足道。言谈中，家长们也有些忆及自身当年如何“过五关
斩六将”，夸张的口吻，好像参加了大战凯旋而归似的。而我
则心里一阵酸涩，我的高考让我痛并快乐。

当年，高三的日子单调而充实。光阴荏苒，高考不知不觉
的临近了。那时候，大家好像一下子进入了临战状态。起早贪
黑不说，吃饭的时间也压缩了。有的同学甚至都没空去餐厅打
开水，饿了啃一口干镆，喝了就一口凉水。夜半时分，在操场
的昏暗的路灯下已有人捧书诵读。有的同学连早操都不参加，

躲在宿舍看书。有的晚上睡觉不脱衣服。有的男生胡须都长得
长长的，像换了个人似的。

在这样的异常氛围里，那些平时吊儿郎当的人也收敛起来
了，那些在教室后头叽叽喳喳的同学拢住了嘴。校园里无不见
到步履匆匆的学生，就连老师也紧张地在奔向教室的时候，急
得把装粉笔的小盒子都掉落在了地上，而且来不及拾净粉笔就
三步并作两步走。

然而，我的噩运就在临近高考大战的日子如影相随，我得
了眼疾，用我们当地的话来说叫做害眼。两只眼睛红肿红肿，
眯成一条缝，施了眼药水之后的功效也不大。最后父亲给我配
个偏方让我涂眼窝,涂了几天，才算有所缓解，我没办法去教室
做题，而那时候高三已经是题海战术进入白热化阶段了，我只
能躺在蒸笼般的宿舍木板床上，心里哇凉哇凉的。

那时候，我想到了乡下的父母，想到一千多个日子里，我
一个月回到老家看父母，由于贪图捷径我在路上摔过跤，在路
过密林的时候毛骨悚然。我想到我在自己的一本书扉页写到的
两句话：为第一奋斗，为父母争光。于是我在床上不再辗转反
侧，开始尝试用一种新的学习方法学习。我努力回忆梳理三年
来学过的各科知识，努力竖起耳朵，在晚上听同学们激烈争
论，把模考中那些高难度题的解法了然于心，把文史考点默默
扎在了脑海里……

我的眼疾终于在高考的前四天才痊愈。苍天不负有心人，
我后来有幸考上了广东一所二本院校。

人生需要一搏，高考是对青年人心智的考量，也是一次精
神的自我超越。哦，我的高考，痛并快乐！

（作者系河南省郑州市文学爱好者）

高考，痛并快乐
○樊树林

麦子黄了 劈啪啪啪作响
六月的南风

抚摸着热烘烘的地面
瓦罐 草帽

在一颗颗麦穗中移动
农谚 不经意间冒出

躁动着属于这个夏天每一个细节

麦子黄了 岁月已珠圆玉润
恍惚间

她张开怀抱
等待着一个叫镰刀的男人

跑来 将她放倒

麦子黄了
就让天做席 地当被

阳光
尖叫了这个时节所有的词汇

（作者系河南省焦作市文学爱好者）

麦子黄了

□清秋

我是1988年参加的高考，7月7日至9日一共3天。考场离家
较远，骑自行车要半个多小时。母亲觉得上午考完试回家吃饭，
时间实在太赶，也不同意我在外面随便凑合，就告诉我中午别回
家，她给我送饭。

第一天上午考语文时，下起了大雨。考试结束时雨停了，我
走出考场下楼来到操场边的阅览室，看到学校门外的马路上已是
汪洋一片。那个年代，大部分同学都是自己骑车回家，只有为数
不多的像我这样离家远些的同学，到考点外的小饭馆吃点东西，
再回到阅览室里歇歇，等家长送饭的人极少。

我刚找了把椅子坐下，一望窗外，母亲推着自行车顺着操场
走过来了。我急忙迎出去，母亲挥手让我赶紧进屋。她穿着塑料
雨衣，脚蹬一双凉鞋，裤腿卷到了膝盖上，车把上挂着个竹篮
子。母亲把自行车在阅览室外的树边停好，我过去拿过篮子，母
亲则脱下雨衣，把裤脚拉下来，用手绢擦了擦脸和手，就和我一
前一后走进阅览室。

找位置坐好后，母亲从篮子里取出不锈钢饭盒，里面是绿豆
汤，从保温桶里拿出两块千层饼和几块红烧带鱼，这都是我最爱
吃的啊。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母亲微笑着用一块新手绢帮我
擦脖颈上的汗，嘱咐我下午考完试骑车回家时，别走小马路，那
里的积水一时半会儿下不去。待我吃完饭，母亲收拾好餐具，让
我趴着休息一下，就出门推起自行车走了。

第二天和第三天天气酷热，母亲照样每天给我送好吃的饭
菜。她一句也不问我考试的情况，也不多说别的，每次都是等我
吃完就急匆匆回去了。

高考结束后的一次闲聊中，父亲才告诉我，那几天母亲的血
压较高，加上天气酷热，她很是不舒服，每天下午回到家后，总
要吃几粒药，小睡一会儿，然后就起来给我做晚饭。本来父亲想
去给我送饭，母亲坚决不肯，用她的话说就是，父亲太严肃，平
时孩子们都怕他。

我的高考已经过去了30多年。如今的生活水平比那时强多
了，想吃啥有啥，拿起手机就点外卖，真是方便又快捷。而每到
这样的日子，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母亲骑车去考场给我送饭的
情景。

（作者系天津市南开区文学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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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小琼

进入6月，蝉鸣四起，连绵不绝，阳光灿烂，热浪
翻滚。不由得想起童年时的夏天。那时候的夏天，
天空瓦蓝，阳光更刺眼，公路的路面被晒得升腾起蒸
气。那时，我们最渴望的是手拿一根老冰棍，滋溜溜
地吸，甜甜蜜蜜地享受。

平日里，我们最大的乐趣是收集能卖钱的废旧
物品，比如用完的牙膏壳、母亲收集的鸡毛和鸭毛、
父亲修车时丢下的铜丝线，
还有旧报纸，总之是五花八
门。目的只有一个，为了夏
日那根老冰棍，是它为我们
带来清凉甜蜜的一刻。

那时的老冰棍，简单的
一根小竹棍，配上晶莹洁白、
甜甜地冰，吸一口，暂时驱赶
了酷热，咬一口，那冰凉的碎碎冰在嘴里化成滋润的
甘露，让我们神清气爽。不过，得吃得快些，不然会
化成一滩没有味道的水。

冰棍是夏天的朋友，那么风扇就是知己。当我
们一头大汗推开家门，抬头看着天花板上的吊扇，心
情有说不出的愉悦。吊扇高高挂在天花板上，由六
片长椭圆形叶片组成，分有几个档次，最快最清凉的
是5档。我们吵嚷着要母亲开吊扇，开关太高，我们

够不上。母亲一般会让我们把汗擦干，休息一下才
开，说是突然吹吊扇会感冒。

家里的吊扇用得有了些年头，会发出吱吱声音，
并且摇摆幅度有些颤抖。父亲说需要加点油，于是，
父亲搬来梯子爬上去，给吊扇顶部加了油。果然，吊
扇运作如初。我们都开心地跳起来。

为了驱赶酷热，母亲会给我们煮消暑的凉粉，绿
豆糖水。凉粉是在商店买的粉状的粉末，有黑凉粉
和白凉粉。记得我是听隔壁小月说她妈妈做的凉粉

可好吃了，香香甜甜，爽口顺滑，听得我心向往之。
回到家，我磨着母亲要吃凉粉。母亲答应了，我欢天
喜地。

我是全程看着母亲煮黑凉粉。一锅煮沸的水，
倒入用凉水搅拌好的黑凉粉，用大勺子不断搅动，直
到不再是流动状。接着倒入调好白糖的水，就大告
功成。我眼巴巴地看着母亲把黑凉粉放在一边，告
诉我要等凉了才能吃。我就守在它旁边 ，看着它从

热气腾腾到彻底清凉。母亲用一把刀，轻轻割着成
固体的黑凉粉，勺了一大碗给我，还加多一勺糖水。

我迫不及待地埋头就张嘴吃，但乐极生悲，因为
我猴急，第一口凉粉一进嘴巴就马上滋溜滑进了喉
咙，然后滚进了肚子，立即吓得我目瞪口呆。咬都没
有咬一口，生平第一口凉粉就这样没了。此后至今，
我再没有敢尝一口凉粉，这也成了我们家的谈资。

盛夏时，母亲还喜欢煮绿豆海带糖水。绿豆用
水泡上一个晚上，让它们胖乎乎，软软的，第二天

早上淘洗几次，海带切成细
细的条条。先烧一锅水，放
入绿豆，煮到它们软烂适
中，再加入海带，最后加冰
糖。厨房里弥漫着绿豆特有
的香味，香喷喷的绿豆海带
消暑糖水就煮好了。绿豆海
带糖水放凉之后，就可以大

快朵颐，酷热的夏天，一碗清涼的糖水，便成了人
间美味……

时过境迁，似水流年，许多年过去，年年夏天都
是酷热无比。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老冰棍消失
了，黑凉粉也少见踪影，偶尔会煮绿豆海带糖水，但
吃起来没有了那个味道，也许，是缺少了爱的味道。
童年的清凉一夏，是心底永恒的甜蜜的记忆。

（作者系广西省南宁市文学爱好者）

童年时的清凉一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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