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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清晨打开“学习强国”APP，随着一声
清脆的滴水声，点击学习积分、再点视听学习时
长、再选择自己喜爱的栏目，随后边聆听“党中
央声音”，边洗漱、烧水、煲粥。自从社区工作人
员年初上门为我下载“学习强国”APP以来，这
已成为我每天清晨的功课。

作为一名党员和退休工人，每天能听到、看
到党和国家日新月异的变化，心里感觉暖暖的。

刚学习时对“学习积分”不太了解，例如订
阅每天2分，我没几天就把订阅栏目中所有学
习平台全部点开订阅，以后再点订阅便没分了，
还挺“心痛”的。

挑战答题是我最喜欢的项目，没有答案
提示，全靠知识积累与仔细甄别。我每天把
挑战答题放在最后，即使得到6分我仍选择
再来一局，直到“过瘾”为止。

“学习强国”平台就像一本百科全书，让我
足不出户便知天下事。每当有自己感兴趣的文
章，我就会收藏并与好友分享。社区平台学习
报表“近七日组内排名”中，我一直保持前8
名。前不久社区给学习“学习强国”积极分子颁
奖，我荣获二等奖。

自从学习“学习强国”以来，我与妻子多
了不少话题。妻子说得最多的就是“今天学
完了吗”“有啥新信息、新鲜事”“别忘了充
电”……我每天学习、答题累计两小时左右，
以前手机三天充一次电，现在每天要充电。
有一次忘了充电，学一半没电了，急得我团团
转，赶紧充好电再继续学习，把当天课程学完
才安心。

在手机上学习，字小看起来吃力，我特地买
了老花镜；每日答题、每周答题、专项答题经常
有影视题，提示是用白色字显示，有的只显示几
秒钟，为此我又买了个放大镜。自从有了老花
镜和放大镜，我的学习成绩天天满分。

（徐森宝）

“学习强国”
长知识添乐趣

入秋后，家乡地里的秋
虫多起来，这儿“唧唧”那儿

“啾啾”，纷纷亮出好声音，仿
佛一首天籁大合唱。秋天去
野外逮秋虫是一大乐事，那
时的秋天，我们常带着空墨
水瓶或空罐头缸子去野外
捉。

到了野外，纺织娘是首
捉对象。纺织娘体形较大，
体色有绿色和褐色两种，后
腿长而大，其弹力很强，雄
性的前肢摩擦能发出“沙
沙”或“嘎吱”声，音高韵长，
时轻时重，犹如纺车转动，
因而得名“纺织娘”。草丛
中，我们听到纺织娘的叫
声，便循声觅去。这秋虫很
机灵，一有动静就停止鸣
叫，我们只得在一旁静立守
候。不久它没了警觉，又欢
闹起来。于是我们看准了
它的位子，一举逮住了它。
把它放进父亲为我们编织
的麦秆笼里，再放上它喜欢
吃的南瓜花。没多长时间，
这个随遇而安的小家伙，适
应了笼中的生活，有吃有喝
很滋润，又天天唱起了“沙
沙”的歌。我怕它遭到雀儿
和老鼠的袭击，总是把笼子
挂在蚊帐里，把它当宝贝。
夜晚，听着秋虫欢鸣入睡，
连梦都是香的。

我们逮得最多的还是蟋

蟀，秋虫的歌声尤以蟋蟀最
为嘹亮。蟋蟀藏身墙缝瓦
隙，夜里出来活动，“唧唧”声
格外清晰，如清泉般流淌，悠
悠荡来。我们带上手电筒、
瓶子和柴棒寻寻觅觅，一晚
上能找到很多只。蟋蟀善
斗，第二天放学后，约上几个
玩伴，带上蟋蟀罐，一起斗蟋
蟀，这是儿时最激动人心的
场景之一。

最难忘的就是捉蚱蜢
了。秋天的豆地里蚱蜢最
多，用棍棒把苍黄的豆叶扫
一下，蚱蜢受惊后，蹦蹦跳跳
到处乱飞。看准目标后，小
心翼翼地用双手去抓蚱蜢，
蚱蜢像装了弹簧似的双腿，
弹得我们的小手疼痛。把捉
到的大蚱蜢的一只腿用线系
着，连接在棍棒上，蚱蜢扇动
着翅膀绕圈飞着，发出“呲
呲”声，很好玩。有一种蚱
蜢，体形较大，我们又叫它

“磕头放生”，我们在草丛里
逮着它，抓着它那两条细长
的后腿，它就会拼命地挣扎，
像是在不住地磕头，求你放
了它，故而得名。

秋天的野外螳螂也多，
你去捉它时，它就会伸出刀
一样的两只前爪攻击你。螳
螂是昆虫里的强者，它可以
捕蝉，在雀儿面前它又是弱
者。螳螂属肉食性昆虫，螳

螂是农、林、果树和观赏植物
害虫的重要天敌。我们逮着
了螳螂，就把它带回家放在
蚊帐里，让它逮蚊虫。

蜻蜓我们又叫它“吊吊
杠”，它停在树下，像是什么
小杠杠吊在那里。小时候，
我们常常去树下捉蜻蜓，有
时用蜘蛛网罩，有时用稻草
扣套。将一根稻草做成扣，
屏住呼吸，悄悄地将菱形扣
套在大蜻蜓的尾巴上，然后
迅速将扣收紧，蜻蜓就被牢
牢套住了。有一种红蜻蜓最
漂亮，还有一种巨大的绿色
黑斑蜻蜓，尾部有飞机尾舵
一样的东西，我们叫它“钥匙
蜻簪”，因为它体格特别大，
所以认为它是蜻蜓王。

那时，对于我们乡下的
孩 子 来 说 ，旷 野 是 游 乐
场。我们的快乐在潺潺的
溪流里，在茂盛的草丛里，
在葳蕤的树林里……广阔
的野外，蕴藏着无尽的童
年乐趣。

来到城市生活后，对秋
虫依然有着不一般的感情。
秋日时常打开窗户，聆听户
外小区花坛里秋虫的鸣唱，
看秋虫飞行的身影，童心又
像花儿一样绽放，止不住就
念起“西窗独暗坐，满耳新蛩
声”的诗句。

（谢建骅）

秋虫记趣

“德高人长寿，心宽福自
来”，这句话是我母亲百年人
生的见证和总结。

1962年，47岁的父亲抛
下妻子和两个未成年的女儿
走了，家里没了顶梁柱。从
小就被爸妈宠爱的我感觉天
塌了，除了悲伤就是绝望。
母亲以前大部分时间是跟着
父亲做裁缝，农活不在行，人
又瘦弱。于是，刚满十八岁
的我似乎一下子成熟了，决
定放弃上学，与母亲一起，共
同挑起三个女人的家庭重
担。可我的主意很快被母亲
否定：“培养你俩是你爸一生
的心愿，我不能辜负他。”她
的执意与坚持，加上老师和
同学一次次上门动员，在缺
课两星期后，我终于回到了
学校，最终读完了高中。

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
在天天必须与泥土打交道的
农村，女人失去男人是多么
可怕的事。记得父亲出殡
后，母亲就擦干眼泪下田劳
动了。挣工分、养家禽、缝衣
服、做新鞋，种菜割草、采桑
养蚕……除了吃饭睡觉，就
是不停忙碌。田里的瓜果蔬
菜，一茬又一茬；家里的猪兔
鸡鸭，一批又一批。我还一
次次看到她给母猪接产，那
干净利索的动作，让我目瞪

口呆，佩服得五体投地。要
知道，这可是男人干的活
哪！一次，她从河底挑泥上
岸摔坏了腰骨，没钱治疗，只
休息了几天就坚持劳动，导
致成了驼背。但困难培养了
她的毅力，勤劳也给了她无
穷的智慧。农具坏了自己
修、衣裤破了连夜补。每到
年底，还摸索着给我们做出
好看的新衣。记得我家老房
子有一个阁楼，没有梯子，她
居然能抓着门上的横档爬上
爬下取放东西。过年家里没
有男人蒸年糕，为了我和妹
妹也能享受到新年的快乐，
她默默忙了大半夜，第二天
也能让我们拿着像样的年糕
在人前炫耀着狼吞虎咽。母
亲还会堆高高圆圆的大柴
堆，只见她弯腰屈膝把一个
个小柴棍排队似的往膝盖下
放，一层层往上转圈，直到一
定高度，结成帽子般的顶。
远看那整齐划一，毫无参差
的柴堆，就像一座座高高的
凉亭。

在我记忆中，母亲从没
与人激烈争吵过，总是在吃
亏中默默忍受，于示弱中躲
避风雨，然而她外柔内刚。
感谢她人生中遇到的所有的
风风雨雨，没有这些，母亲绝
不会如此坚强；感谢她人生

中经历的所有的坎坎坷坷，
没有这些，我绝不会在我的
人生中顽强拼搏，创造出满
意的成果。妹妹也不会从不
懂事的小丫头成长为出色能
干的生产队妇女队长。

别人有困难，母亲总是
有求必应。例如帮人带孩
子、缝补衣服、教人做鞋、修
理小农具等。一次一名女邻
居半夜生孩子，疼痛难忍，又
没钱进医院。她丈夫急急忙
忙跑来敲门，我妈得悉后立
即起床去帮忙，忙了大半夜，
顺利完成接产。她还把家里
仅有的一点米拿去给产妇补
充营养。另一个邻居，家里
小孩多，过年没钱请裁缝做
新衣服，我妈答应了对方的
请求，赶在大年初一前完工，
让他们家的小孩及时穿上了
新衣。

感谢母亲，是您的吃苦耐
劳成就了我们的家；是您的正
直宽容教会了我们怎样做人；
是您坚定的信念，培养了我们
克服困难的勇气和毅力。如
今我也到了古稀之年，希望小
辈学习和继承长辈的优良传
统，用勤劳俭朴、宽容大度、坚
定信念和顽强毅力，经营起健
康的身体、和美的家庭和蒸蒸
日上的事业。

（姚生玉）

她的百岁人生 透着勤劳善良

（周浩祥 绘）祖国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