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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邮局·寄往天堂的思念

写给妻子：
你的突然离去，让我有所顿悟。

拥有时不知珍惜，一旦失去方知珍
贵。欠你的太多，期待下辈子再做夫
妻吧！ 李大金 济宁市

写给婆婆：
2014年12月28日婆婆离开，差

几天过80岁生日！她像花一样，总是
无限放大别人的好。前几年我给她
织了一顶枣红色波浪帽，她像小公
主似的，见人来串门就戴上，用特有
的文登话告诉别人是我织的。

为了证明能自理，婆婆养奶羊，
每次儿子给钱娘俩互相推搡，有一
次居然把百元钞撕成了两半也不
要。等我们走时她则忙里忙外：这青
菜没打药能包饺子，这鸡蛋是自己
养的鸡下的快包上……

婆婆家的花今年还没开，她却
戴着最爱的波浪帽静静地走了。您
在天堂依旧爱花养花吗？孙女特意
给您画的画您能看到吗？

李英 淄博市

写给父母：
有父母在，再辛苦再烦闷心里

也不会那么空。他们是这个世上最
值得关爱的人，有这种幸福的人们
请用心珍惜！ 盛云 青州市

本报见习记者 王晓莹 实习
生 韩秋阳 整理

相相册册里里的的父父亲亲，，永永远远温温暖暖如如初初
来信摘录

“来生再做夫妻”

本报见习记者 王晓莹 实习生 韩秋阳

附：成萍来信

父亲：
今天是2014年的最后一天，我

好想好想您。去年的这个时候，病痛
夺走了您，但我知道，您一直没有离
开，因为您是一个让人尊敬的，给予
我们理想、信念与温暖的父亲。

上世纪五十年代，您作为第一
批建设青海高原的开拓者，走进了
柴达木盆地。可那时您已经是咱们
济南二中的学习尖子，有无限美好
的前途。当年青海来济南招干，您告
知家中，就随着招生的干部过去了。
那时的青海方圆几百公里都是飞沙
走石，龙卷风一刮，直卷得黄土像根
柱子直冲天空，帐篷稀稀拉拉地支
在黄土沙坡上，只有稀罕的袅袅炊
烟告示着这儿有人，有生命！

您就是在这片热土上学会了骑
马、打猎。您会用不同的语言与当地
的人交流畅谈。您就是在这样艰难
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中行进着。您上
了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好多地方
要您去，可您说：“我已经是这方土
地的人了，离不开了。”您没有犹豫
就返回了青海。您对青海的眷恋如
同自己的故乡，一切都无怨无悔。您
为青海的建设贡献出了一生。

2015年了，我妈和我们都盼望
着您的外孙子快快结婚，到时我们
再通过时光邮局告诉您。我妈现在
挺好的，有时也想您，但有我们在她
身边，您就放心吧！

注：读者写作于2014年12月31

日，来信有部分删改。

成萍为父亲所做的纪念册，收录了父亲年轻时留下的印记。

“转眼就到清明节，想去给父亲扫
墓，陪他说说话。”还没到清明节，济南市
民成萍早早做好打算，父亲离开她已快
两年了，每每想起，她的声音中总是夹杂
着一丝哽咽。

成萍的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批青
海建设者，不满20岁就离开山东，踏上了
那片满是黄沙的土地，奉献了大半生。上
世纪50年代末，年幼的成萍跟着母亲去
找他，被那里的艰苦环境吓了一跳。“到
处都是黄沙和黄土，人只能住在帐篷里。
父亲下乡工作，四个月全靠豆类果腹。”
在这样的苦难中，父亲不但学会了骑马
打猎，还学会了用当地语言交流，工作起
来一丝不苟。

成萍说，父亲年轻时当会计，因为有
1分钱怎么都对不上账，他反复核算整整
两天没回家，直到在桌子缝里找到那1分
钱。“父亲说公家的事一定要用心，他们
那代人的工作态度，真让我自愧不如。”

1978年，成萍的父亲以干部身份被

推荐上大学进修。毕业后本可以由青海
省里安排工作，但他回到了基层。“后来
有好几次可以调走，他都放弃了，就是为
了报答曾经栽培过他的地方。”

上世纪90年代，父亲退休后回到
山东老家，成萍却工作很忙，不能常伴
左右。“他嘴上总说有事就忙，但心里
盼着我们回家。有一年冬天，我买了件
绿色的棉袄。每个周末父亲只要看到穿
绿衣的身影经过，就站起来，觉得那可
能就是我。”成萍感慨，“父母的心，永
远在儿女身上。”

2013年，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成
萍整理了他写下的回忆录，以及父母从
年轻到老的照片，制作成纪念册，送给
他们。母亲告诉成萍，父亲当时特别高
兴，纪念册一天看了十几遍，一会儿就
念叨一句，“小萍做的纪念册，你再拿
出来让我看看。”看到父亲高兴得像个
孩子，成萍觉得，这是她这辈子做的最
对的一件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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