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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历随想
高保峰

岁月流逝， 一年又一年，2023 年的日历像忠
于职守的战士，站完最后一班岗后，一个个悄然
离去。2024 年的日历，将悄悄叩开新年的门扉，精
力充沛地陪伴人们踏上征程。

每个人的心底都会埋藏几页难忘的日历，那
是一页页刻骨铭心的记忆，那是一段段浪漫快乐
的故事，那是一缕缕理不清道不明的情丝。 那一
页页日历，就是燃烧的岁月，也许它浸透了幸福
的泪水，也许它凝结了深深的回忆……新的一年
来了，人们又要与它在时间的长河里，一起前行
了。

有人说，日历是只船，载着 365 个日子行驶
在生活的河流之中；有人说，日历是帆，高高扯起
驶向彼岸；有人说，日历是太阳、月亮、星星，交割
着晨昏阴暗；有人说，日历是雪花，一片接一片地
下……然而我说，日历是成绩单，记载着历史和
良心的评判；日历是忏悔书，一遍遍地重复着过
错和誓言；日历是警钟，提醒人们踏实工作、奋发
向上；日历是希望，催促着今天，期待着明天，向
往着后天；日历是白发，恨不能抛绳索拴住日期，
唏嘘年华蹉跎；日历是火炬，照亮征程，让人脚踏
实地走向辉煌。

日历是灵魂、 是血液， 伴随着生命运动、循

环；日历是意志 、是信念 ，让人坚决朝前绝不彷
徨；日历是抱负、是理想，让人树勃勃雄心，立鸿
鹄之志；日历是时代 、是感觉 ，让人顺应历史潮
流，阔步奔向美好的未来。 不论日历是什么，它身
后的脚印是实实在在的， 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抓住一张飘落的日历，也就是抓住了自己。 日历
在变薄，脚步在延长；日历在减少，成绩在提升；
日历在隐去，辉煌在闪耀；日历在离别，生活在召
唤……尽管前路漫漫，时而会有暴风雨雪，也别
忘了跟随而来的是春天。

日历是镶嵌在生活之中的一面镜子，又是悬
挂在人生旅途上的一座警钟， 时时提醒人们：珍
惜光阴，不断进取！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
人物”，在时间的河流里，纵然是风云人物，也终
会逝去。 一本日历，一页页薄如树叶，但页页都像
一个大问号：你是否珍惜时光、奋发自励，把自己
的光和热、 青春和智慧奉献给了我们伟大的祖
国，奉献给了振兴中华的宏伟事业和单位的本职
工作？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昨日的记忆是为今
日的探索留下的一把钥匙，明天的美好来源于今
日踏踏实实的努力。 朋友，请你在每张日历上，都
留下自己清晰的脚印。 努力请从今日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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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吃饺子
杨亚爽

时间老人的脚步 ， 从容地踏进一年中最后一
个月的门槛，眼看着冬至又到了。 每年这个时候 ，
我都会想起母亲，想起她冬至包的饺子。

在我们豫东地区 ， 冬至有家家户户吃饺子的
习俗。 大人们常说：“冬至饺子夏至面，谁要不吃亏
半年。 ”“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 ”在那
个物资匮乏、缺衣少食的年代，白菜和萝卜是冬天
的主要蔬菜。 到了冬至这一天，为了让一家人好好
吃上一顿饺子，母亲早早就进厨房，动手做准备工
作。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农村人饭桌上的饺子馅儿
比较单一， 以萝卜馅儿为主。 母亲知道我不爱吃萝
卜，为了使包出来的饺子口感更好，她先把青皮萝卜
洗净，切成薄片，放在开水锅里焯半熟，捞出来晾凉，
再放到案板上剁碎，然后用一块干净的布包住，用力
挤出多余的水分，最后，放到一个搪瓷盆里，加入切
好的大葱或一小撮绿油油的蒜苗， 放上油和调料搅
匀。待饺子皮擀好后，在包的时候，边包边放盐，以防
萝卜里浸出更多的水分。 那时候，肉是不常吃到的，
但在母亲的精心烹饪下，冬至这顿饺子，总会让一家
人吃得舒舒服服。

后来，我长大了才知道，冬至在中国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节气。 它起源于汉代，盛于唐宋，相沿至今。
人们习惯将冬至称为“冬节”“亚岁”等。 怪不得我国
北方大部分地区的人们会在这一天吃饺子以示庆

祝。 在《清嘉录》一书中，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这
充分表明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冬至这一节气的

重视。 冬至这一天，饺子是北方人餐桌上必不可少
的食物。

时间如白驹过隙，国家发展一日千里，人们生活
水平大幅提高，平日里吃顿饺子，再也不是什么稀罕
事了。

后来，我到外地读书，然后参加工作，不在父母
身边，每年冬至来临，母亲都会打电话叮嘱我别忘记
吃饺子。母亲把浓浓的爱，全都寄托在那一个个小巧
玲珑的饺子里了。

城市初雪。 葛家林 摄

向着梦想出发
樊朴

2006 年冬天，一个小男孩在周口这座小城出
生。 由于他的爷爷早年是教师，后来他又在寄宿
学校就读，所受的管理一直都非常严格，也因此，
他一直保持着不错的学习成绩。后来他考入公办
高中，一时觉得很自由，接触到了很多之前没有
接触过的人和事，成绩开始不太稳定，但还是考
上一所本科院校。

此时的他呢，开始纠结。在高中时期，他虽然
成绩不太稳定， 但和学校老师关系处得都非常
好，班级里的纪律、卫生等很多事老师们也都会
交给他去组织协调，他也在此阶段提升了自己的
综合素质与管理能力。

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他，仿佛站在了人生
的分岔路口，开始徘徊、思考：未来的我，想要的
到底是什么？大家努力拼搏、想方设法考上大学，
生活道路难道只有这一条吗？ 我想在学习中实
践、在实践中锻炼，这个想法没有办法实现吗？

他的表姐在一所职业院校上学，两个人聊天

时，他开始对这类职业院校产生兴趣。 后来，他又
关注国家政策，多方搜集资料，知道技师证等同
本科学历，毕业后同样可以考公务员、考事业编
制、参军入伍……基于这些认知，他找到了方向，
慢慢坚定了自己的想法，放弃了到本科院校读书
的机会，选择到周口一所职业院校就读。

前些日子，我们在学校偶遇，他看起来意气
风发、朝气蓬勃。 见到我，他便兴奋地讲：“我自己
开了个网店， 边上课边学习店铺运营的知识，还
能赚一些零花钱。 前几天，我和一个考上传媒学
院的朋友闲聊，他跟我抱怨说，‘我进入社会要比
你晚好几年，等你出去当大老板了，我才毕业，除
了背书什么都不会’。 我听到他的话，挺为自己开
心的，我相信自己的选择是对的！ ”

听到他的话， 我也很替这个阳光开朗的大
男孩开心， 希望这个男孩一如既往地拥有向上
生长的力量，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有一个美好的
未来！

一碗面
鲍玉峰

忙了一上午，临近十二点 ，肚子开始 “咕噜 ”叫
了。

不回家吃饭了， 走到楼下一家小面馆找个位子
坐下，见面馆一角有一盆三角梅花开正艳。我要了一
碗牛肉面，又要了三个五香鸡爪、一小瓶二锅头。 等
牛肉面上来，三个鸡爪二两酒已经下肚。牛肉面是用
圆面条下的，面汤是用牛肉和碎骨头熬制的高汤，面
上放几小块卤制的牛肉丁，撒上少许香菜和蒜苗，点
上几滴正宗的小磨香油，一股香味沁人心脾，真是色
香味俱佳。 我拿起筷子大口吃起来。

小面馆是一对夫妻开的，丈夫煮面，妻子端面打
杂，也没雇人。 因汤好、面好，加上夫妻俩人缘好，热
情好客，前来吃面的人络绎不绝，回头客很多。

夫妻俩年龄在四十开外，丈夫敦厚老实，妻子眉
清目秀，做事利索。

面快吃完时 ，从外面走来一对父子 ，父亲也有
四十开外， 左手拄着一根拐杖 ， 半条腿在空中悬
着。 儿子有六七岁，虎头虎脑的，但走路一跛一扭
的，看着很吃力。 他们找个位子坐下后 ，要了一碗
牛肉面。 老板娘大声对着厨房喊了一句：“下一大
碗，多加点面！ ”厨房里传出一句“好嘞”。 我好奇，
便低声向老板娘询问，原来，这个父亲的左腿因糖
尿病后遗症导致截肢，儿子的脚是先天性发育不良
造成的残疾。 老板娘说：“他俩每次来吃面，都只要
一碗。咱也理解人家的心情，每次都给他多下些面，
稠稠的一大碗，再拿两个空碗让他俩分着吃 ，汤随
便加……”

听完这些，我抬头，看到那盆三角梅开得红彤彤
的，越发鲜艳。我想，红彤彤的是人心啊，正如开面馆
的这夫妻俩，热情、奋进、乐观、向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