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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与 石
—— 致敬父亲节

王 宁

实则为骨，
棱角如金刚之杵，
风雨皆能度。
山与石，任世间荣枯，
傲然立如柱。

实则为书，
内藏万卷经纶，
褶皱总堪读。
山与石，无关乎雅俗，
稳稳把根固。

实则为父，
脊梁撑起穹庐，
胸怀若深谷。
山与石，不分昼与暮，
默默长凝伫。

呜呼！
悟透山石处，
便行天下路。

忆 父
赵志祥

矮身孱弱精神足，撑起家庭一片天。
任怨谋生多戴月，解忧糊口少花钱。
上尊老父尽其孝，下抚娇儿倾以怜。
关照妻孥无不至，千钧重负压钢肩。

父 亲
汤 卓

清眸炯炯寿眉扬，和煦慈颜鬓染霜。
笔蕴才思藏锐志，胸存志趣恋华章。
潜心乡梓传薪火，立足骚坛孕馥香。
虽入桑榆心未老，躬耕岁月赋诗章。

拓荒牛
张永年

碧霞山麓拓荒牛，稳健身躯奋起头。
厉眼圆睁盯世道，长蹄跳跃踏平畴。
甩开粗尾任驰骋，挺起脊梁无所求。
劳苦执着图奉献，平凡认干写春秋。

6月13日上午9时，市养老服务中心多功能厅
内暖意融融，一场以“情暖父亲节 爱满夕阳红”
为主题的公益慰问演出在此上演。市养老服务组织
孵化基地的志愿服务团队为养员父亲们提前送上了
节日的祝福。

慰问演出在开场舞《祖国颂》中拉开序幕，舞
者们灵动的舞姿点燃了现场气氛。随后，女声独唱

《越来越好》 传递美好祈愿，男声独唱 《感恩父
亲》饱含对父亲的深情，诗朗诵《天耀中华》展现
浓浓的爱国情，而手语舞《生命之树》将活动推向
高潮，志愿者们用手语讲述生命的坚韧，令不少老
人为之动容。一个个精彩节目赢得热烈掌声，现场
的老人们沉浸在温馨欢乐的氛围中。

本报记者 赵 颖

记忆里，父亲的形象总
与图纸和零件相伴。他伏案
绘图时，连空气都仿佛凝
固，若谁不慎碰乱了他未完
成的图纸，定会招来他的雷
霆之怒。那些被图纸与零件
填满的日夜，构成了我对工
程师父亲最初的印象。

儿时的一个深夜，我被
父亲轻轻推醒。朦胧中，他
用竹签挑着一团雪白的棉
花，眼神里闪烁着兴奋的光
芒 ：“ 快 尝 尝 ， 这 是 棉 花
糖，是爸爸设计的机器做出
来的！”我半信半疑地舔了
一口，甜味瞬间在舌尖散
开，香甜的味道直抵心底。
那晚，父亲通红的脸庞和眼
中的骄傲让我第一次意识
到，父亲有着化“棉花”为
甜蜜的神奇力量。

10岁那年，我想帮忙碌
的父母分担家务，却把家里
不多的大米熬成了一锅焦黑
的浆糊。母亲看着被糟蹋的
细粮，心疼得直掉泪，严厉
地斥责我。我委屈地大哭。
恰巧父亲回来了，笑着拍了
拍母亲：“我就爱吃这焦煳
饭，败火！”他特意盛了满
满一碗最焦煳的米饭，吃得
津津有味，一边吃还一边耐
心地教我做饭诀窍。我见爸
爸吃得香，也盛了一碗，可
实在难以下咽，我才明白，
父亲用他的方式，温柔地化
解了我的窘迫，也教会了我
做事要认真。

我18岁那年，到了参加
工作的年龄，正赶上父亲单
位招家属工，他却不让我擅
自报名，并且和我约法三
章：上班不准涂脂抹粉、做
事要勤快、为人要谦和等，
我一一答应了，他才让我上班。工作不久，厂团委
举办文艺汇演，父亲给我报名独唱，可我没有登台
经验，害怕极了。

演出那天，观众密密麻麻入场了，我拨开大幕
从缝隙往台下看，硕大的剧场黑压压坐满了观众，
唯独没见到我父亲。顿时，孤独恐惧感袭来，我两
条腿像筛糠一样颤抖。音乐开始之前应该是我清唱

“酒干倘卖无”，然后才是乐队前奏过门。可是，由
于紧张，我把乐队抛在台上，隔着大幕寻找着父
亲，台下观众就喝起倒彩。乐队为了救场，集体替
我演唱了前面的散板。过门第二遍响起时，我终于
窥见爸爸从最后一排中间的位置站了起来，他焦急
而期盼的眼神望向舞台。我顿时眼泪像断了线的珠
子一样落下，紧张的心情随即放松了。我接过主持
人递来的麦克风向爸爸挥着手和着音乐走上舞台，
一边唱一边流泪：“……是你抚养我长大，陪我说
第一句话，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和你共同拥有
他。”这首歌仿佛就是为我与父亲而作。我的歌声
一落，台下就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歪打正着的
演唱风格博得了全厂一致好评。有人提议把我调入
办公室工作，可父亲坚持让我留在车间生产线，他
说：“路在自己脚下，让你在车间历练历练。”我没
有特长，为了能跳出生产线，只能不停地看书学
习，后来爱上了写作。

一次偶然，我在父亲的书柜里发现一本20世
纪80年代末出版的《辉煌成就 世纪曙光》，翻开
内页，竟是《中国百业专家人才库》，父亲的名字
竟赫然在列。我惊讶地询问父亲，他却只是淡淡一
句：“那是年轻时候的事了。”那一刻，我忽然懂
了，父亲从不张扬，他是将光芒和成就都化作对工
作的责任心，化作了教会我成长的点点滴滴。

如今，父亲变成了闪耀的星光，照亮了我成长
之路。那些与父亲相处的日子，他用严谨的工作态
度、温暖的父爱关怀和以身作则的榜样力量教会我
做事要脚踏实地，也让我明白，真正的优秀不该锋
芒毕露，而应是在平凡中坚守，在责任中担当。

从有记忆开始，我就生活在一个
“植物园”里！

那时，我家住平房，屋里院落到处
摆满了花盆，有菊花、月季花还有玉
簪、杜鹃、茉莉、文竹等……它们开花
的季节不同，所以满庭院一年四季花
开得热闹。夏天最喜人的就属那些攀
爬的植物了，藤蔓在架子上努力伸展，
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遮阳篷，下面挂满
了葫芦、丝瓜、窝瓜等……

妈妈总觉得种花可惜，那么大地
方没有种菜，是个损失。可当这些花
儿争先恐后地盛开时，简直是一场花
的盛宴：地瓜花儿颜色各异，大的竟
然有如碗口般；卷莲花的样子和它的
名字一样温婉，长长的、点缀着褐色
斑点的、橘红色的花瓣全部翻转下
来，几束花蕊在花心中骄傲地挺立，
花蕊的杆由粗变细，顶端已变得尖尖
的，顶着褐色的像贝雷帽一样的蕊
帽，在风中抖动；美人蕉的花有黄色的
和红色的，大大的花瓣如缎子般，含情
脉脉、徐徐展开……花香引来无数的
蜜蜂嗡嗡地唱着，围着花儿翩翩起舞，
我们这些孩子更是欣喜，叽叽喳喳讨

论着哪一朵更美。母亲望着这些奇丽
娇艳的鲜花点缀着甜蜜的生活，也只
能感叹造物主的神奇，再也不心疼这
块地了。

爸爸养的花有几十种之多，但他
最喜欢的还是菊花，当夏季隐退，百花
凋零，爸爸费尽心思搜集来的二十几
种菊花便迎着秋霜傲然开放了。20世
纪70年代，每家家具镶的玻璃上都画

有水彩画，爸爸将他喜欢的菊花也都
描绘到家具玻璃上。爸爸画画虽不专
业，但每一朵菊花都是用心绘制的，一
朵朵、一簇簇，色彩自然、形态各异、生
动逼真、傲然怒放。爸爸在每幅画的
右上角都用毛笔写上花的名字——白
牡丹、粉葵、黄半球、金皇后……给
我印象最深的是爸爸在菊花图上留下

的名人诗句：“不是花中偏爱菊，此
花开尽更无花”“菊花如志士，过时
有余香”……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终
于明白了爸爸为何如此偏爱菊花。

爸爸从不夸夸其谈，不论在单位
还是家里，默默地认真去做好每一件
事情。“文革”期间，单位几乎停产，爸
爸却一头扎进木匠房，拜一位老木匠
为师，在那段时间，帮着木匠师傅修缮

单位设施，同时把木匠手艺也学成
了。还记得爸爸曾经带过一个徒弟，
对其关爱有加，毫不吝惜传授手艺，有

“好心人”提醒爸爸：教会徒弟，饿死师
父。爸爸淡然一笑：如果科技不发展，
技术不创新，我们才会饿死。

20世纪80年代初，单位给职工分
房，按照贡献和条件，爸爸被分到一户

二楼楼房。那时，我家已有我们姐弟
五个了，只住一间半平房，可爸爸回家
和妈妈商量说：咱家女儿多，就一个男
孩还小，凑合着够住，单位的老同志有
许多人还很困难，让给他们吧。就这
样，爸爸把普通人需要大半生的奋斗
才能够积攒出的房子送出去了。有的
人说他傻，还有好心人来我家劝爸爸
妈妈，可爸爸坚持房子由单位重新分
配，他们无论如何都觉得这事儿不可
思议、无法理解。

那时我尚是孩童，虽不解其意，却
能从父亲眼底望见灼灼燃烧的生活热
忱，那是对檐角新抽的嫩芽、阶前飘落
的花瓣都盛满疼惜的温柔，是将晨露
与暮色、欢悦与沉思都揽入心怀的宽
广。只因他心中始终盛开着一座永不
凋零的花园，每一株草木都浸润着对
世界的深情，故而他眼中的天地永远
流光溢彩，连寻常巷陌都闪烁着动人
的光亮。行走人间，他自有一种清逸
的风骨，于烟火寻常处守着一份从容
淡泊，却在岁月深处，将菊花“枝头抱
香”的气节，活成了自己步履间最动人
的注脚。

在我们身边，总有一些人，用无
声的行动诠释着爱与责任，书写着平
凡生活中的不凡篇章。居住在站前区
桂丰园小区的马力，就是这样一位令
人敬佩的长者。他二十年如一日地悉
心照料母亲，为母亲的晚年撑起一片
温暖的天空；他以默默地支持与付
出，助力儿子追逐音乐梦想；他以一
颗热忱之心，温暖着邻里街坊，成为
小区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孝心守岁月

现年 65 岁的马力，退休前是营
口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职工。
因年轻时酷爱摄影，单位工会每次
举行活动都会找他帮忙定格活动的
精彩瞬间。退休后，他将照顾母亲视
为自己最重要的责任。“母亲操持家
务的辛劳，我都记在心里，她晚年吃
得好、过得舒心，是我最大的心愿。”
马力回忆起照顾母亲的二十年时
光，眼中满是温柔。从母亲 80 岁起，
直至百岁离世，他每日清晨都会早

早起床，为母亲准备营养均衡、口感
适宜的早餐。尽管家中兄弟姐妹 5
人，但母亲在他的悉心照料下生活
得最为舒心。“在弟弟家，妈妈每天
都乐呵呵的，弟弟和弟妹把妈妈的
饮食起居照顾得无微不至，我们都
很放心。”马力的哥哥感慨道。

教子逐乐梦

在子女教育上，马力同样展现
出令人钦佩的智慧与付出。他尊重
儿子马家乐对学习萨克斯的热爱，
马家乐读初二时，便将其送往沈阳
音乐学院附中求学。此后 8 年间，马
力一家紧衣缩食，全力支持孩子的
音乐梦想。“当时家里条件不算宽
裕，但只要孩子有梦想，我们就想办
法支持。”马力坚定地说。2012 年，马
家乐求学期间，听闻“萨克斯之父”
凯丽·金将来北京巡演，兴奋地将此
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了马力。“儿子，
你想去现场看音乐会？”马力问道，

“爸爸，我还得上课呢，哪有时间去

现场看音乐会呀！”儿子知道音乐会
的票价不低，懂事地说。但马力明
白，凯丽·金来北京巡演很有可能仅
此一次，孩子这样痴迷萨克斯，他想
尽一切办法也要满足其现场观摩学
习的愿望。马力费尽周折，花费近
2000 元购买了音乐会最佳座位的门
票。“那次音乐会给我留下了深刻印
象，也为我日后学习萨克斯带来无
穷动力。”马家乐动情地说。

马力不但心思细腻，还心灵手
巧。马家乐使用了 15 年的直管萨克
斯光荣“退役”了，马力左思右想将
其改造成台灯，“这不仅仅是盏台
灯，更是孩子音乐梦想的见证，我希
望它能继续陪伴孩子在音乐道路上
前行。”

在马力精心培养下，如今，马家
乐的萨克斯演奏在我市已小有名
气，不仅创办了自己的音乐培训机
构，还积极投身公益教学和演出活
动。他因教学认真耐心，得到广大学
员认可和好评。当马力得知儿子想
创作“跟着音乐去打卡”系列视频
来传播营口文化时，马力积极响应，
不仅自学短视频拍摄和后期制作，

还购置无人机助力儿子事业发展。
“爸爸总是默默为我付出，现在为了
帮我完成‘打卡视频’拍摄工作还在
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真的很感谢
他。”马家乐感动地说。

睦邻献热忱

马力不仅在家庭中尽职尽责，
在小区也是一位热心肠。他与邻居
相处融洽，总是主动帮忙解决生活
难题。“马叔人特别好，我经常在他
搭建的凉亭下与朋友把酒言欢，他
总是为我们提供方便。”邻居楚守泉
提起马力，连连称赞。夏季，马力精
心布置门前区域，种花搭架，为邻里
打造休闲乘凉之所；冬季，每遇降
雪，他总是第一时间清扫道路积雪，
保障居民出行安全。

马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平
凡的生活中演绎着不平凡的故事，
展现了孝老爱亲、教子有方、睦邻友
善的美好品质。他的故事如同一股
暖流，传递着温暖与力量，激励着更
多人践行社会责任，传递人间温暖。

岁月无声爱有声
——记暖心长者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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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暖父亲节
爱满夕阳红

爸 爸 的 花
杨丽静

父子二人探讨乐器维修。

马力将“退役”萨克斯制作成台灯。

甜蜜的陪伴 马秋玲 摄

老人聚精会神观看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