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关将至，不少“上班族”开启了年前“忙碌模式”。侯凌
云也是其中一员，但让她最过意不去的是，这一忙，更没时
间回家探望自己年近七旬的父母了。

侯凌云今年刚刚迈入不惑之年，正是“上有老下有小”
的年纪。孩子正上初中，平日里，晚上她要为孩子做饭、操持
家务，只有周末才能抽出时间到婆家和娘家看望双方父母。

“我父母的身体状况还算不错，能够相互照顾。只是身
为子女，我觉得平时顾得上父母的时间太少，心中有愧。”她
说，自己的工作越是到年末和假期，越是忙碌。所以，看到工
作清闲的人在年前帮父母打扫卫生、置办年货，心里总有些
过意不去。

儿时不懂父母恩，只有长大后，已为人父母之后，才越
发懂得父母的养育之恩。“现在想来，父母当年对我真是没
有一丝一毫亏待的地方，尤其是精神生活方面。”侯凌云感
慨道。她从小热爱读书，只要是她喜欢的书，父母都会毫不
犹豫地给她买回家。“那时生活条件没有现在好，买书算是
一件奢侈的事情。同学们都很羡慕我爸妈给我买的书，每次
都问我借书看。”正是父母的支持，侯凌云直到现在依然爱
好文学，每天饭后都要读报。

她用最朴实无华的语言写下了给父母的一封信，但正
是这样真挚的情感让信格外动人。“快过年了，我已经给父
母买好了新衣服，等孩子放假后，我晚上有空了，就多回几
趟家，帮他们买些年货。其实，老人不讲究吃穿，最重要的
是，抽点时间多看望他们，多陪陪他们聊聊天。”她笑起来，
这是一位孝顺女儿的肺腑之言。

亲爱的爸妈：
童年的美好记忆里，从记事起，和蔼慈祥的爸妈，

你们教给我和弟弟许多朴实又通俗的道理。亲爱的爸
妈，非常感谢你们的养育之恩，赋予我的正能量似涓涓
细流源源不断渗透心扉，你们的恩情用言语表达不完，
只有用心灵去默默感应。

其实心里总是愧疚不已，这几年老妈身体不好，全
是爸爸您无微不至的辛苦照顾，我每天上班，真正在家
陪你们的时间少之又少，唯一可做的是经常打打电话，
可是这也无法尽孝心，真想辞去工作，在家专职陪你们
安度晚年，可是和你们说过多次，一直坚决反对，一致
不同意，一再安慰我，好好上班，家里的事不用操心，让
我照顾好孩子，把工作干好就行，每次你们这样一说，
心里总会涩涩的，懊悔自己的无能和不孝。

新的一年，请爸妈放心，我会常回家看你们，也会
怀揣一颗乐观宽容之心对待亲人及身边所有善良的人
们。 ——— 侯凌云（济南）

最对不起您的是我没考上大学
我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勤劳耿直

与世无争。由于过去穷，人口多，劳累的父
亲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父亲，儿会孝顺您
的，您安康就好，儿已长大。

我母亲是一位小学教师，贤淑善良，您
在教育战线辛勤工作30多年还能把襁褓中
的兄弟仨养大，教我们做人，教我们书画，
我感觉最对不起您的是我没有考上大学。
妈妈您已白发鬓鬓，请您保重身体，儿子永
远爱您。 ——— 韩彦锋（菏泽单县）

那个年代，她让姊妹六人完成学业
回想之前这四十八年的人生历程，特

别要感谢的是我的母亲。我的每一点成长
与进步，都离不开她的引导与教诲。母亲只
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但她的远见卓识
与智慧谋略却让人刮目相看，每到家庭中
遇到棘手的问题，她总能峰回路转顺利解
决。也多亏我有这样一位母亲，在农村那个
劳力比知识有用的年代，她硬是顶着压力，
坚持让我们姊妹六人完成学业，参加工作。

现在母亲已是迈入八十高龄的老人，
思路仍然清晰，还总爱为孩子们工作上的
事操心，总要求我们工作要认真、踏实，做
人要诚实、厚道，遇事要冷静。虽然我们听
了无数遍，但她每一次说时，我们总还会认
真听，最后还会夸她一句：“我们多亏有你
这样一个娘，要不然工作会干这么好吗？”
每当这时，她便会爽朗地笑起来。这也是我
最幸福的时刻！
！ ——— 曹玉玲(菏泽曹县)

记得每晚你都把缝纫机踩得很响
上世纪六十年代，你是五个孩子的母

亲，还要照顾年迈的奶奶，那时你也没有被
生活的重担压垮。记得每晚你都把缝纫机
踩得很响，一家的穿衣、吃饭、冬暖、夏凉，
一双双自己纳制的鞋子、合身的衣服、可口
的饭菜，我们始终没有挨冻，没有挨饿。你
为供销社缝制棉包，每个加工量一角钱，你
一季下来缝制了一千多个，加工量能挣到
百元。由于过度劳累，你染上了尘肺。即使
这样，夜晚你还要在石磨上磨出一家的口
粮。

娘啊，我一直想把你做过的事写下来，
你的功德、你善良的本性，我要写给你听。

——— 王振武（德州市陵城区）
本报见习记者 王晓莹 整理

文/片 本报记者 刘洁

受访人：王立新（建筑工
人）
受访地点：威海市老年大
学威建集团工地

王立新的老家在吉林
东丰县，离家多年，他走
遍了中国十几个省份到
处打工，每天都挂念着一
个月才见一两次面的妻
子，更挂念远在老家的母
亲和在长春读书的女儿。

在打工前他当过印刷厂老板，家
人生活富裕曾给了王立新成功的喜
悦。后来由于经营不善，厂子倒了，
一时间王立新从高峰跌到了低谷，家
里的生计问题没留给他多少时间去
颓废不振。家人告诉他不用想太多，
做好眼前事，生活嘛，有成功就有失
败。为了赚钱生活，王立新开始重拾
老本行——— 电焊，到处打工。从老板
到打工仔，王立新尝到了人间冷暖。
他说没有家里人的支持与鼓励，很难
挨过来。

作为建筑工人，王立新常年辗转
在外，和家里人在一起的时间就少之
又少，不论在新疆还是在山东，他想
和家人团聚的念头一直都没放下，年
关将近，他说“我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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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的故事⑤
感悟、感动、感恩，工作、生活、亲情。泉城的守

望者，市民的贴心人。这一次，我们跟您聊聊自己的
故事。 ———《今日济南》编辑部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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