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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写了篇《我和小花猫》的作文

参加比赛，按规定还要配上“人和猫”的

合影。可是女儿的小花猫早就跑丢

了。我问了几个邻居，家里都没有养

猫。正在我一筹莫展之际，对门的田阿

姨来了，告诉我隔壁单元的张阿姨家里

养了猫。

和张阿姨素不相识，我抱着试试看

的想法带女儿找上门。张阿姨六十多

岁，花白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她怀里

抱着一只小花猫，身后还跟着一只小花

猫。我说明来意后，张阿姨热情地招呼

我和女儿进屋。她抱着小花猫说：“甜

甜，让小姐姐抱抱你。”女儿伸手去抱甜

甜，谁知它一下子从女儿的怀里挣脱，

跑了。

这时另一只小花猫在张阿姨的脚

边不时地蹭来蹭去，张阿姨说：“甜甜胆

子小，怕生人。我让壮壮来吧！”说完她

抱起了壮壮，女儿赶紧伸手去接。借这

个机会，我赶紧抓拍了几张……

照片出来后，效果不错，女儿的作

文也按时交到了学校。为了感谢张阿

姨，我买了猫粮送过去，张阿姨说什么

也不肯收。正在我们说话之际，只见那

只叫甜甜的小花猫，“嗖”的一下跳上桌

子，围着猫粮，一会儿用鼻子嗅嗅，一会

儿用前爪挠挠。张阿姨轻轻地把甜甜

抱起来，说：“甜甜乖，等壮壮回来了，妈

妈让你们一起吃。”甜甜好像听懂了她

的话，“喵喵”叫了两声又跑去玩了。我

只好收起猫粮，不断地感谢她的帮忙。

后来，在小区遇上张阿姨，我都会

和她打个招呼。家里做了好吃的，我也

给她送一些，一来二去和她熟了起来。

从闲谈中得知，张阿姨的老伴去世多

年，一双儿女都在外地。

一次，我到张阿姨家给她送饭时，

发现她的脸色很不好。我赶紧把张阿

姨送到医院，检查结果出来后，让住院

治疗。我说：“阿姨，我帮你联系一下孩

子们。”张阿姨说：“我这是老毛病了，不

要紧，孩子们都很忙。我放心不下的是

甜甜和壮壮，还要拜托你……”我赶忙

答应。

那天我去医院看张阿姨时，发现病

房的门是开着的，老远我就听见张阿姨

的大嗓门：“甜甜，让你别回来，你就是

不听。妈这病没事的！”“妈，你都病得

这么严重了，还不告诉我！我和我哥商

量一下，把你接到北京去！”张阿姨说：

“不要让壮壮知道，他的工作要紧，别耽

误他……”

张阿姨出院后，没有跟孩子们去北

京，而是坚持留在了自己家。她说，有

小花猫“甜甜”和“壮壮”在身边，就像是

儿女陪着她一样。听了她的话，我心里

酸酸的，眼前一片湿润。

微日志

甜甜和壮壮
百合花开/文

诚信是张“通行证”
胡兆喜/文

父亲在乡下老家承包了一口鱼塘，因鱼

塘离镇上很近，镇上一些喜欢垂钓的人隔三

岔五地就去钓鱼。

一开始，父亲也没放在心上，可是随着

垂钓的人越来越多，钓上的鱼又多又大，父

亲就有点儿“心疼”。于是父亲让我写个大

大的告示牌插在水塘边，告诉垂钓的人，不

要钓放养的“家鱼”，鲫鱼之类的“野鱼”可以

随意钓。可是一些人根本不守信誉，照样把

钓上的三五斤重的鱼带走。有时，碰着父亲

去鱼塘边转悠，他们竟把钓上的大鱼藏到塘

边的草丛里，和父亲玩起了“捉迷藏”。一气

之下，父亲禁止人们前来钓鱼。

其实也不能怪父亲不讲情面，因为承包

鱼塘不仅要掏承包费，还要花上不菲的成本

买鱼苗、鱼食，我那年老体弱的父母就指望

这口鱼塘谋生。

可是父亲却一直对一个喜欢垂钓的鞋

匠开着“绿灯”。父亲说，这么多来钓鱼的，

只有他诚实本分，每次钓到大鱼都自觉放

了。所以，父亲不仅容许他来钓鱼，而且每

次还很客气地招呼着喝茶、抽烟什么的。照

父亲的话来说，这样的人“够意思”。

一次我回老家，正好碰上这个鞋匠在鱼

塘边垂钓，我对他说，父亲一直对他的人品

褒奖有加。他却不好意思地嘿嘿笑道：其实

最先那次放鱼也是“迫不得已”的。接着他

对我讲起那次放鱼的经过。

一个周日，他带儿子来钓鱼。守候老半

天，终于钓到一条五斤左右的红鲤鱼，父子

俩忙活了个把小时才把鱼弄上岸。本来是

打算拎鱼回家的，可儿子却指着水塘边的告

示牌，示意他看，并问该怎么办。

“说句实在话，看着好不容易弄上岸的

那条活蹦乱跳的大鲤鱼，我真舍不得放回

去。我望着儿子，儿子也望着我。最终儿子

轻声地说，放吧。为了儿子，虽心有不甘，我

还是放了鱼。恰巧放鱼入水的一幕被转悠

而来的老爷子看到了，老爷子当时就对我竖

起大拇指，并说，欢迎我随时来钓鱼……如

果那天没带儿子来，我也不会……嘿嘿……

现在回想起来，虽然那次我们父子空手而

归，可收获却挺大的，不仅得到老爷子的信

任，让我拥有了一张来鱼塘垂钓的‘通行

证’，还给了儿子一个学会诚实做人的好机

会。”

听完他的故事，我不免在内心为他高高

竖起了大拇指——这是一个有智慧而且很

负责任的父亲。是的，虽然放了鱼，他们父

子空手而归，但是喜爱钓鱼的他，从此获得

了一张通往鱼塘自由垂钓的“通行证”。他

那成长中的儿子，更是收获了一笔宝贵的人

生财富，因为，诚信正是人生通向成功的一

张最重要的通行证。

很多大人会有这样的疑惑，带孩子出去

旅行，他的记忆到底会有多少？其实，即使

是破碎零散的回忆，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

都给了他很大的能量。

1.
作为娱乐圈的育儿楷模，辣妈孙俪绝对

可以称得上好妈妈。

孙俪曾经在采访中说：带小孩出去旅行

对他的成长特别有利。很多人说带小孩出

去旅行没用，孩子以后或许根本记不住。

其实不需要他记得具体事情，很多东西

不需要你去讲，他的眼睛看到了，其实就学

到了，这种影响是无穷的。

在等等十个月的时候，孙俪带他去了美

国、法国。那次经历对她来说挺崩溃的，因

为他太小了。

等等两岁时，孙俪又带他去了泰国，直

到现在他最爱的动物还是大象，因为他和大

象在海边玩了一个下午。那时候他是有点

儿害怕的，不敢亲近它，但现在他可以很骄

傲地说“我摸过大象的鼻子”。所以她觉得

对小孩来说，旅行是一种很好的成长方式。

2.
我认识一位母亲，从孩子五岁起，每年

假期她都会带着孩子去外地旅游，十年下

来，孩子已经走遍了半个中国。

十五岁的少年，谈吐中有着同龄人所不

具备的成熟与自信。

我问这位母亲，在孩子步入高中之际，

仍然把宝贵的假期用在旅行游玩上，这样不

会影响孩子的学习吗？她对我微笑：“这何

尝不是一种学习呢？在短短的几周中，我们

不能做到读万卷书，却能够行出万里路。”

旅行能用最直观的方式，让孩子们看到

最真实的世界，触碰到最真实的生活。

旅途中，孩子们能提升自己对环境的适

应能力，并培养出坚强独立的品格，这些都是

书本无法完成的，也是现代教育所欠缺的。

对孩子来说，意志品德的培养要比繁杂

知识的学习更为重要。

3.
旅行，是一个无法替代的成长课程，也

是一种积极且意义非凡的家教方法。

我有个朋友，他女儿自打出了一次国之

后，就缠着他要学英语，因为她想下一次出

国时不用翻译，自己和国外的小朋友说话。

天啊！这不比强迫孩子去英语辅导班

好很多！

这次可能是要学英语，下次可能就是学

乐器，再下一次也可能是学习当地的人文和

历史，这种原发的自我驱动和强迫的报班培

训相比，孰优孰劣不言自明！

孩子脑海中所留下的旅行记忆可能是

破碎零散的，但却能为孩子日后的成长注入

极大的能量。

他伴随着旅行而积攒的成长，需要时

间、需要耐心、需要精力、更需要沉淀，请带

着孩子去体验，去尝试，去实践，帮他敲开未

来世界的大门。

4.
带孩子旅行可不是说走就走，提前做攻

略对父母来说是必要的。

行程的设计是每次出游质量保证的关

键。我建议各位父母在出行之前一定好好

做一些功课，在网络上收集下目标行程的资

料，提前做到心中有数。

别奢望各个地方都转到，别妄想每个游

戏都玩遍。孩子的快乐很简单，一个碗、一

盆沙，都可能成为孩子的天堂。

住好是玩好的前提，最好选择在各个游

乐场的主题酒店，那里是孩子们以后回忆起

来的重要线索。

带一支笔、一个作文本，每晚睡觉前，引

导孩子写一篇日记，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

这样孩子对看到的东西能有更深的印

象，并能让他养成在旅途中思考的习惯。旅

行也是培养他表达和写作能力的极佳机会。

如果一定要给孩子一笔财富，我给的不

是金银财宝，更不是房子豪车，而是他和我

一起触摸世界的经历。

旅行是父母对孩子最好的陪伴。平日

里，大部分家长很难有时间陪陪孩子。抽空

带孩子去旅行，所创造的价值是巨大的。

只有在这个时候，家长不用去在乎身边

的琐事，而把所有的时光都留给家人。

其实，孩子们的每个假期都是极其难得

的。他们想着、盼着，不断压抑自己等待的

心情，直到出发。

既然选择出去玩，那可爱的宝爸宝妈们

就大度一点，给他一个快乐的假期又如何？

生孩子以后
哪个妈妈不是带着“累赘”出行呢
张鹏/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