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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学家韩愈说：“业精
于勤，荒于嬉。”说实话，在没
有学习任务和学习压力的情况
下，大多数人往往会“三天打
鱼两天晒网”，断断续续而不
了了之，能够锲而不舍长期坚
持者少之又少，我也不例外。
就使用“学习强国”平台而言，
一些人由于刚开始没有引起足
够的重视，不仅学习起步晚，
而且所有的积分项目没有做到
齐头并进，导致大量的积分被
丢失，从而拉大了与其他同志
的学习差距，这也应验了“刀
不磨要生锈，人不学要落后”
的道理。

其实，“学习强国”平台功
能很强大，它上下贯通，内外
融合，古今中外，包罗万象。
既有天文、地理、历史、哲学，
又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既具有
知识性和哲理性，又具有趣

味性和娱乐性；既能记录学
习，又能记录运动；既可挑战
自我，又可挑战他人；既不受
时间限制，又不受空间限制。
一机在手，随时随地均可学
习。时政要闻，身居家中，能
知天下；每日金句，字字珠
玑，掷地有声；每日一景，大
好河山，赏心悦目；每日一
曲，激越旋律，心情愉悦；每
日慕课，知识海洋，任尔徜
徉；每日强军，厉兵秣马，扬
我军威……地方学习平台，更
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由于“学习强国”平台的
强大功能和无穷魅力，使我逐
渐爱上了它。当初我仅使用了

“学习积分”中的选读文章、视
听学习、每日答题、每周答题、
专项答题等项目，自认为每天
能积 20—30 分就差不多了，
可一段时间之后，我才发觉自
己的排名越来越落后。究其原

因，是自己还有一些积分项目
没有派上用场，比如挑战答
题、订阅、分享、发表观点等，
后来我加上了这些项目，订阅
和分享倒是一件唾手可得的
事，然而“挑战答题”就不是那
么容易了，刚开始接连四五次
都不能过关，只有一次又一次
答题、接受一次又一次挑战，
最后才一次又一次过关，现在
几乎每天的“挑战答题”都能
一次性过关了，而且答对的题
目也在逐渐增多。而“发表观
点”同样需要动脑思考，我总
是力求在发表观点的精准和
新颖上下功夫，并以此提升自
己的归纳总结能力。为了获取
更多的知识和更高的积分，后
来我学习的内容涵盖了“学习
积分”里的所有项目，其中“四
人赛”“双人对战”是最能检验
自己知识储备量的，它由此成
为我提升能力的重要渠道之

一，而“强国运动”也在时刻鞭
策着我：我运动，我健康！“学
习强国”激发了我的学习兴
趣，唯恐耽误了学习而被别人
拉开了差距。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
则殆。“学习强国”既考验着我
们的学习能力，又考验着我们
的运用能力，因此合理分配学
习时间就显得尤为重要。以前
我大多是晚上学，结果发现晚
上学会挤占我的思考和写作时
间，后来我便将学习的时间调
整到早上，每天早上起床后的
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学习

“学习强国”，白天一有空就学，
这样就可以做到学习、工作、写
作“三不误”。“学习强国”已成
为我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学习强国”使我养成了一
种好习惯，学习它已成为我每
天的必修课，我因它而充实，因
它而快乐，因它而幸福。

日子跌进 6 月，布谷鸟的叫
声，缀满故乡的房前屋后、田间地
头，一声声地催促着农人的脚步：

“布谷，布谷，割麦种谷。”
父亲取下挂在屋角的镰刀，拿

出磨刀石，撩起盆里的水，“嚯嚯”
地磨了起来。父亲磨一会儿，便拿
起镰刀凑近眼前看看，用拇指在刀
刃上刮刮，直到能把拇指肚刮出

“沙沙”的细微响声。镰刀磨得锃
亮，映着父亲汗涔涔的笑脸。

40多年前，也是这个时节，瓜
果飘香，榴花照眼，父亲师范毕业
了！他背着行李，沿着弯弯的小路，
回到了故乡。在村头的三间土坯房
里，开心地当起了“孩子王”。

父亲对麦收的期待，是从秋天
播下麦种那天开始的。雪花纷飞的
日子，父亲悄悄出门了，一个人走
在田间小路。到了自家麦田，父亲
蹲下来，点一支烟，慢慢抽着。他知
道，那些他播下的麦种，蛰伏在厚
厚的雪被下面，悄然蓄积力量，生
根发芽。

时光回转，彼时，年轻的父亲
在低矮土坯房前用锤子使劲敲着
铁钟——铛，铛，铛……，惊得树
上的鸟儿扑楞楞飞远了。“上课
了，上课了！”，那群撒欢儿的孩
子，你拥我挤地奔向教室。父亲高
声喊道：“同学们，快坐好了！打开
书，我们继续学习汉语拼音……”

麦子青青，像个半大的孩子，
抽条疯长着。晨曦里，父亲吱哇
一声推开屋门，沿着弯弯的小
路，走在微光初现的田野。该灌
浆了，父亲握着铁锹，赶着沟里
调皮的溪水，流进一垄垄的麦
田。阳光下，高声唱着歌儿，欢快
的音符伴着溪水潺潺流淌。

那些年，简陋的讲台上，粉笔
在父亲的手里，吱吱嘎嘎响个不
停，台下的孩子们书声琅琅：“百川
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
老大徒伤悲。”父亲说，书本给孩子
们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

热辣辣的南风吹过，麦田泛起
金色的波浪。放眼田野，除了村头
大柳树擎着的绿荫，满目都是金灿
灿的黄。麦子熟了，父亲脸上满是
喜悦和温情。镰刀在他手里像被施
了魔法，只见他飞快地把镰刀伸出
去，再用力往回一搂，银镰划过麦
子，发出轻快的沙沙声，一片麦子
应声倒下，汗水顺着父亲的额头，
一滴滴滑落。收获的季节饱含着辛
苦和喜悦，趁着晴好的天气，早出
晚归抢收麦子。

父亲的孩子们也像麦子一样
茁壮成长着，高考季到了，他总要
给学生打电话嘱咐：“好好考，老
师在家等着你的好消息！”父亲的
抽屉里，珍藏着厚厚的一叠信笺，
都是他的学生寄的，每当他们取
得成绩时，遇到困惑时，总是不忘
找他们的启蒙老师唠唠。

父亲退休后，从讲台走向家
乡的田野。播种、耕耘、收获依然
是他不变的功课。家里日历上的每
一个节气，都被父亲用笔做了标
记。“清明前后，点瓜种豆。”“芒种
最忙，抢收麦子，赶种玉米。”父亲
割麦累了，抬起头来，擦把汗，捶捶
腰，端详着他的蔬菜庄稼——南园
的茄子挂果了，南瓜开花了，身边
的麦子穗粒粒饱满，父亲满眼都
是欢喜。

他的学生微信群里，热闹非凡：
小明在一家地产公司就职，升为区
域总经理了；冬子在省城的重点高
中任教，被评为优秀班主任……他
们相约回来，要看看他们头发斑白
的老师，看看他们曾经的教室，那
个让梦想起飞的地方。

父亲的目光，随着金黄的麦田
伸向远方，喃喃自语道：“今年又是
好收成！”

红 船
董勇（四川）

在南湖的每一天
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

在放纵奔流
抖音把故事告诉给
祖国各地的网友
畅享风雨同舟

烟雨蒙蒙，蔽日下霓裳
满载一船星辉，启航——

船上的人是那样的青春和高尚
船上的人是那样的睿智和刚强
船上的人是那样的谦逊和博学
船上的人是那样的理想和担当

依水扬帆，
为人民谋幸福穿过惊涛骇浪

披荆斩棘，
为民族谋复兴越过急流险滩

母亲船昭示航线：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母亲船昭示千秋：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当你乘上地铁驰向公司
当你扛着农具迈向田野
当你喝完牛奶奔向学校
当你坐在电脑桌前工作
当你邀约朋友并肩散步

可曾想到
那艘从历史中驶来的红船呢？

父亲，我知道
（外一首）
候淑荷（吉林）

我知道
徐徐吹来的风

是你抚摸我的脸
缓缓飘过的云

是你寄来的信笺

我知道
那颗忽明忽暗的星
是你关切的眼睛
那窗前的明月

是你探望的笑容

我知道
天涯很远

你去的地方
比天涯还远

我知道
你的爱很近
如影随形

离我的心最近

忽然很想你

忽然很想你
想你有力的手臂
把我高高地举起
你慈祥的眼里

满是笑意

忽然很想你
想你淋着风雨

把我保护在伞里
你不多言语
爱在心底

忽然很想你
想你挑着一家人的生计

不敢停下的步履
从什么时候开始
你的脊背弯曲

忽然很想你
想你在那个夏季

在妈妈种满鲜花的院落里
你长睡不起
我痛失所依
泪流如雨

清晨，推开窗户，一缕清香
幽幽袭来，直入肺腑间，令人沉
醉。哦，原来是小院中的栀子花
开了。

我快速奔下楼去，走近看了
又看，嗅了又嗅，只见满树繁花
如星，缀满枝头，约有百余朵吧。
它们如一群小白鸽，浑身散发着
圣洁的光辉。又似身着一袭长裙
的白衣少女，衣袂翩然，纤尘不
染。叶子饱满光亮，像涂了一层
清油。花瓣瓷白瓷白的，肥厚柔
软。摸一下，如婴儿皮肤，玉琢琼
雕，细腻娇嫩。青绿色的花苞，恰
如村姑的发髻，高高顶起，质朴
之中略显俏皮，实在可爱得很。
忽然想起宋代蒋堂的一首诗来：

“庭前栀子树，四畔有桠枝。未结
黄金子，先开白玉花。”白的耀

眼，绿的清爽，一白一绿，搭配得
如此雅致妥贴，打心底喜欢栀子
的素静从容。

唐朝刘禹锡也曾写道：“色
疑琼树倚，香似玉京来。且赏同
心处，那忧别叶催。”栀子花，不
仅美在模样素朴清纯，而且美在
气味芬芳。那香味儿，清风中弥
漫扩散，若远若近，清幽淡雅，浓
郁的像红糖水般甘甜无比，怎么
都化不开。诱惑你深吸进去，却
不舍得再吐出来。香气脉脉，叫
人怎么也吸不够。

有栀子花开的日子总是温
情脉脉，充满了人间烟火气。

小时候，老家门口有一棵
栀子树，那是爱花的奶奶亲手
种的。奶奶上过学堂，知书识
礼。每年端午前后，栀子花开

了。盛开的花朵一批接一批，赶
趟似的，要持续个把月时间。每
一瓣花都顶着一颗露珠，每一
朵花都有自己的梦想。我们姐
弟几个围到花树旁边，踮起脚
尖，嗅呀摸呀。姐姐爱美，把花
簪在头上，宛然一小家碧玉。我
呢，则喜欢把花别在胸前，昂首
挺胸，别提多骄傲了。我还喜欢
把栀子花瓣夹在课本里，藏在
课桌里。上课时，趁老师不注
意，偷偷拿出来嗅上几口。老师
闻到花香，会心地笑了。下课
后，老师讲台上总会摆着一大
捧栀子花。书香夹着栀子香，读
书别有一番趣味。住在隔壁的
英子，是我儿时的玩伴。每天，
我都摘下最大最白的花儿，喜
滋滋地送给她。英子告诉我，晚

上睡觉时枕着花香，一会儿就
睡着了。这话我信，有栀子香陪
伴的梦，必是清甜馥郁。

干活的婆姨，洗衣的姑娘，
从我家小院儿经过时，必交口
称赞，这是奶奶最开心的时候。
她一边笑眯眯地应承着，一边
摘下几朵送给她们。爱花的女
人就是再忙碌，也要收拾收拾，
给花找个适当的位置，细心地
侍养几日，简陋的小屋里便多
了些生气。乡下人习惯了在简
朴的生活中自寻快乐，庸常的
日子因此变得诗意盎然，平淡
的生活也变得可爱起来。

岁月不居，时光如流。奶奶
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我也
步入了中年，关于栀子花的往
事却依然历历在目……

浅夏悠悠栀子香
蔡志龙（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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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上了“学习强国”
周依春（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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