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夏，有清凉。一场雨水

来，瓦上生雨烟。乌云挂上半个

山岗，南风催急，竹梢簇簇响，

雨水已迫不及待越过城墙头，赶

脚一拨拨哗哗声，密集而来。

走在半山亭，无可躲藏，便

择此时去看场雨。看坡下的厅房

沉在水色中，风催水声，雨水在

瓦檐上激烈，来不及几番欢畅跳

跃，便拥成水流，顺檐角披下。

周恩来故里位于全国历史

文化名城——淮安。其总占地

3.15平方公里，区域内拥有水域

风光、生物景观、遗址遗迹等6

大主类、18亚类、83种基本类型

资源，旅游资源单体总数100多

处。包括周恩来纪念馆、周恩来

故居、周恩来童年读书处旧址、

驸马巷、河下古镇，旅游资源丰

富，历史、人文内涵厚重，已于

2015年10月正式获批国家5A级旅

游景区。

周恩来纪念馆位于淮安市淮

安区北门外桃花垠。馆区由两组

纪念性建筑群、一个纪念岛、三

个人工湖和环湖四周的绿地所组

成。馆区总面积35万平方米，其

中70%为水面。在纪念馆南北800

米长的中轴线上，依次有瞻仰

台、纪念馆主馆、附馆、周恩来

铜像和仿北京中南海西花厅等纪

念性建筑。

主馆底部基台呈方梯形，而

馆体呈八棱柱体，在庄严中具有

动感，喻示周恩来数次在我党我

军生死存亡关头所起的扭转乾坤

的作用。与主馆相呼应的辅馆呈

“人”字形展开，标志着周恩来

伟大崇高的人格，并含蓄地表达

了周恩来永远活在人民心中。纪

念馆正面隔湖望去，南面是观景

台，它由廊厅和两座高达16米的

剑碑组成，象征着周恩来的丰功

伟绩与日月同辉。

主馆向北是周恩来铜像广

场，铜像高度为7.8米，其中底座

3.6米，像身高4.2米，总高度寓

意伟人周恩来走过的78个光辉的

人生春秋。基座上是由江泽民题

写的“周恩来同志”五个大字。

铜像广场的北侧是仿西花

厅，1998年3月5日周恩来百年诞

辰时建成对外开放的。它和湖对

面南边的剑碑、半岛上的周恩来

纪念馆、周恩来的铜像建在同一

条中轴线上，建筑面积有六千多

平方米。处于最前边的主建筑就

是西花厅，也就是北京“西花

园”的主建筑。它是周恩来当年

会见外宾、举行重要国事活动的

主要场所。 

周恩来故居位于淮安市淮安

区驸马巷7号。故居有东西相连的

两个宅院，系清咸丰到光绪年间

所建的青砖瓦木结构平房。周恩

来在这里出生、成长、学习至12

岁。

东宅院有周恩来出生的房

间、读书房、过继母和乳母住

房，还有少年时用过的一口水井

和一块菜地。西宅院有“周恩来

家世、童年与故乡图片画展”、

“周恩来外祖父万家字画展”、

“开国总理大型图片展”和“周

恩来八婶住房”。

进入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瞻仰

周恩来故居时亲笔题写的四个大

字：“全党楷模”。向北几步就

是周恩来小时候读书处——家塾

馆。里面有周恩来当年用过的单

人学桌。在这张学桌上，他以不

同寻常的聪颖和智慧，经常和同

窗共读的同辈兄弟用方块字做联

句、拼诗的“益智游戏”。 

向西通过一道腰门，是三

间面南的正屋。这是周恩来父

母——周劭纲和母亲万氏十二姑

当年的居室。格扇的门窗上糊着

洁白的绢纸。东厢房便是周恩来

的诞生地。1898年3月5日，周恩

来就诞生在东边这间屋子里。 

向正屋天井向西，便进入

一道南北走向的狭长的走廊，走

廊南端西侧，是两间别具一格的

亭子间，这是童年周恩来和他的

嗣母以及乳母的住所。在这里，

博学多才、忧国忧民的嗣母陈三

姑，不但亲自教爱子恩来识字、

背诗，而且还给他讲述本地历代

名将和文化名人的故事，使得童

年时的周恩来萌发了“为中华崛

起而读书”的思想。 

作为明清两代融“漕、河、

盐、榷”四大重地于一身的淮安

繁华一时，康熙、乾隆六次南

巡均驻跸此地，自古便有“襟吴

带楚客多游，壮丽东南第一州”

之美誉。而大凡到淮安旅游的人

士，周恩来故里必是首选的好去

处。

当前，学校复学复课工作正

在有序推进，但仍有部分学生在

家以线上的形式学习。由于户外

活动大大减少，学习、娱乐等活

动转移到网上，不少家长对孩子

们的用眼卫生感到忧心。对此，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不久前发布

《儿童青少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近视预防指引》，有效指导儿童

青少年预防近视。

当前，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

率居高不下、不断攀升，且呈现

低龄化、重度化、发展快、程度

深的趋势。这是一个关系国家和

民族未来的大问题，必须高度重

视，不能任其发展。有序复学复

课，不能忽视孩子的视力健康，

全社会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

念，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处理

好学业与爱眼的关系。

完成学业、爱护眼睛“两不

误”，需要学校合理安排教育教

学，让孩子在线时间短一点，也

需要家长克制住“报班”冲动，

让孩子学业负担轻一点。根据

“预防指引”，线上学习时间“小

学生每天不超过2.5小时”“中

学生每天不超过4小时”。对此，

有家长摇头喊难，表示“老师布

置作业、孩子完成作业都需要上

网，这个时间怎么算都捉襟见

肘”。现实中，眼看着春季学期

剩余时间越来越短，课业任务尚

待完成，但这不能以孩子健康为

代价，用视力换成绩。在控制线

上学习总时长的同时，还应安排

好活动性休息时间，让孩子在上

课之余看看远、望望绿、做做眼

保健操，尽最大可能接触自然光

线，减缓视疲劳。

保护视力，需要安排好孩

子的居家活动，拒绝“电子保

姆”。预防孩子近视，家长思想

上首先不能“近视”。一些家长

也知道电子产品看多了伤眼睛，

但常常“火烧眉毛顾眼前”，孩

子缠人，就把动画片、电子游戏

扔给孩子，家长借此“脱身”。

特别是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还有很

大不确定性，很多孩子仍然不能

出门，于是就在动画片和游戏

中打发时间。对孩子而言，最好

的老师是家长，最好的关爱是陪

伴。拒绝“电子保姆”，家长首

先要以身作则，放下手机，与孩

子多开展互动，增进亲子交流，

呵护孩子的眼睛和健康。

保护视力，应当在条件允许

的情况下，适当增加户外活动。

让孩子到户外阳光下度过更多时

间，能够有效预防和控制近视。

如果当地疫情防控条件允许，家

长可以多带孩子参加户外活动，

在小区里跳跳绳、拍拍球、做做

健身操。特别是已有近视苗头的

孩子，应当进一步增加户外活动

时间，延缓近视发展。

全社会应当关心、支持、

参与儿童青少年视力保护，营

造政府主导、部门配合、专家指

导、学校教育、家庭关注的良好

氛围，早发现、早干预，帮助孩

子养成受益一生的爱眼护眼好习

惯。

前几天，去朋友家作客。刚

坐下，朋友就叫她4岁的女儿拿

杯子过来，小家伙小心翼翼的拿

着杯子端到我面前，然后看着朋

友倒水给我喝。过了一会儿，地

上有吃的零食垃圾，朋友就叫女

儿去拿扫把来扫一下，小朋友很

自然的屁颠屁颠的去拿扫把扫地

了。这让我很是震惊和感叹，这

么小的孩子居然能够做家务了！

朋友笑着说：我这么懒，孩子自

然要勤快点，所以2岁半时就开始

尝试让她做点家务了。虽然朋友

表面上这么说，但是我知道她的

目的是为了锻炼孩子，在教育孩

子上，她可从不马虎，经常看书

学习和做功课。

原来，教育学家马蒂�罗斯

曼有做过相关的研究，他对2—

3岁、3—4岁、4—5岁等阶梯式

年龄开始做家务的孩子进行长期

跟踪。最后发现：3—4岁开始做

家务的孩子，在学习、人际方面

有很强的优势，比同龄人更早实

现事业上的成功。而年龄越大才

做家务的孩子，表现出的是容易

放弃、脾气暴躁，人际交往差的

特征；3岁以下的，特征并不是

很明显。这是因为从小做家务的

孩子，除了锻炼勤奋的品质外，

还能增强孩子同理心，更容易与

别人协作，所以也更容易获得成

功。

想要孩子成为优秀的人，

从小培养做家务的习惯是必不可

少的。那么什么年龄段的孩子可

以做哪些家务活呢？其实2—4岁

的孩子做家务，还很难真正意义

上的做家务，这个年龄段更多的

是培养他们做家务的意识，所以

让他们做一些简单的家务比较适

宜。根据专家推荐，2-3岁的孩

子就可以协助父母做一些简单的

家务，例如：在父母的指示下把

垃圾扔进垃圾箱；在父母请求帮

助时帮忙拿取一些东西；浇花以

及整理自己玩具等。3-4岁的孩

子，有些事情可以自己做了，比

如说自己穿衣服、独立上厕所、

洗手等；每天还可以自行刷牙、

洗脸；饭后可以自己把盘碗等放

在厨房的洗碗池中；协助妈妈把

叠好的衣服放进衣柜；洗完澡把

自己的脏衣服放在装脏衣服的篮

子里等。4-5岁的孩子，有些家务

可以熟练掌握了，比如：能够自

己独立铺床睡觉；在吃饭前，协

助妈妈准备餐桌、取餐具等；协

助父母将脏的餐盘放在厨房；每

天知道把自己的衣服叠好放在衣

柜；帮助父母叠衣服、袜子；提

前准备好自己第二天的衣服等。

在培养孩子做家务这个好

习惯的同时，家长还要注意的

一点是要让孩子慢慢去适应做

家务，而不是突然去让他们做，

这样谁都会有所反感。我儿子在

三四岁的时候，基本没让他帮忙

做过什么家务，有时候儿子想要

帮我们做点事情，我们都不让他

帮，主要是怕他弄不好，或者摔

着碰着的。后来，我觉得这样下

去不行，因为家里有时候玩具扔

的到处都是，或者地上有很明显

的垃圾时，儿子看到了都没有意

识要去捡一下。偶尔让儿子收拾

一下玩具，儿子还噘着嘴说自己

收拾不了。随着儿子慢慢长大，

在他五六岁的时候，我开始经常

时不时的让他帮忙做点力所能及

的小事，比如扔一下垃圾、帮忙

拿个东西，或者给奶奶去送点菜

等等。渐渐的，我会经常喊儿子

做事情，儿子都不会表现的不开

心，他只觉得做事情，都是正常

的，也没有那么反感做家务了。

而且，大人在让孩子帮忙做

家务的时候，说话的态度和语气

也是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能以命

令式的态度来指挥孩子做家务，

应该以平和的态度，或者是求

助的口气，来对孩子表达，比如

说：可以帮我扔个垃圾吗？东西

太多了，我没办法拿了，你帮我

拿一下……这样孩子都会相对容

易接受一些。

当然，让孩子做家务也是需

要一定激励的，不然孩子很容易

就放弃了。但不建议用金钱、物

质去鼓励孩子做家务，这只会让

孩子越来越势利眼，最后不给东

西就不做了。最好的方式是，用

一些精神上的激励，比如奖励小

红花。这样，孩子就能把做家务

当做游戏，在玩的过程中，不断

把他们锻炼成个出色的人。

二 十 四 节 气

中，小满是表达状

态、姿势和精气神

的 一 个 节 气 。 小

满未满，灌浆的麦

子，已然沉甸，它

们低着头，匍匐于

土，大地上草叶�。

《月令七十二

候 集 解 》 中 说 ：

“ 四 月 中 ， 小 满

者，物致于此小得

盈满。”这时候，

作 物 籽 粒 开 始 饱

满，还没有成熟，

在 长 江 中 下 游 地

区，往往是江河湖

满。民谚云：“小

满 不 满 ， 无 水 洗

碗”“小满不下，

犁耙高挂”。这里

的“满”字，不是

指作物颗粒饱满，

而是指顺着树木、

作物滑下的雨水。

蚕老枇杷黄。

吃桑叶的蚕，老迈

了，它们“上山”

吐丝结茧，墙头上

的枇杷熟了，季节

有了收获。油菜秆也黄，它们是

小满节气里的标志物，尤其是在

长江下游流域，是节气里释放独

特气息的作物。

好多人是在这一天出生的，

名字也叫“小满”。我老乡刘小

满，是在小满这天出生的，他

母亲说，刘小满这种人，劳碌的

命，天生忙饭吃。他在临河的棚

子里搭了床铺，铺旁摆一张长

桌，一个人坐在窝棚里。这条东

西走向的河流，通江，开了闸，

江里的鱼就会游进来。刘小满

说，江里的鲢鱼喜欢成群地游，

有天夜里，一网打了半小船的胖

头大花鲢，弄得他在睡梦中还在

龇牙咧嘴开心乐。

小满这天，出门劳作，在

乡下叫作晴耕。晴天出门访友，

小满节气里，几个朋友坐在洋槐

树下碰杯喝酒。小满前后，布谷

鸟开始啼叫，我在夜晚，明显感

到它从城内飞往城外去，或者在

早晨，在云端上唱歌。播谷、播

谷，一只鸟，感受到大地作物颗

粒的微妙变化，向着草木深处滑

去。我曾问过一位拍鸟无数的同

事，拍到过布谷吗？同事摇摇

头，说这种鸟只闻其声不见其

形，很难拍到。

小满三候：“一候苦菜秀，

二候靡草死，三候麦秋至。”

小满节气后，苦菜已经枝叶繁

茂；一些喜阴的枝条细软的草，

在强烈的阳光下开始枯死；第三

候原写的虽然时间还是夏季，但

对于麦子来说，却到了成熟的

“秋”，所以叫做“麦秋至”。

小满这天，约个朋友吃茶，早晨

坐在窗口，看窗外初夏景致。

小满祭蚕。苏浙一带在小满

节气期间有一个“祈蚕节”，农

耕文化以“男耕女织”为典型。

蚕丝需靠养蚕结茧抽丝而得，南

方农村养蚕极为兴盛，尤其是苏

浙一带。《清嘉录》中记载：

“小满乍来，蚕妇煮茧，治车缫

丝，昼夜操作。”可见古代小满

节气，新丝已行将上市，丝市转

旺在即，蚕农丝商无不满怀期

望，等待着收获日子的到来。

食野菜亦是小满风俗。苦菜

是中国人最早食用的野菜之一。

夏风吹，苦菜长，荒滩野地是

粮仓。《周书》：小满之日苦菜

秀。《诗经》：采苦采苦，首阳

之下。《本草纲目》：久服，安

心益气，轻身、耐老。医学上多

用苦苦菜来治疗热症，古人还用

它醒酒。苦苦菜遍布全国，医学

上叫它败酱草。

小满，“小得盈满”。小，

指其气势、规模、节奏，小而

微，看不起眼，不登大雅之堂，

却有大张力。小满有小快意。小

小的收获，麦菽灌浆抽穗，这是

一年中最快意的时候，等待与期

翼，内心充盈安乐而欣喜。小满

有小足。谷物半满，内心恬淡，

对眼前即将到来的收获有小满

足，知足而常乐，对一川庄稼，

呵呵而笑。人生驻足在小满这个

节气里，无大喜，亦无大悲；

少激动，多淡定，有自己的小梦

想，小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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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走

呵护眼睛受益一生

话说周恩来故里
□ 胡　慷

应不应该让孩子学会做家务？
□ 小　已

浅夏生雨烟

又到一年蒜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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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　伟

□ 小　可

入 夏 之 后 ， 我 走 进 菜
场，发现大大小小的菜摊上，
开始摆卖着沾有泥土的新鲜蒜
头，才想起眼下又到了一年蒜
香芬芳时节。

从儿时起就看到村前、
屋后、塘边、道旁，到处是一
片片大蒜葳蕤生长，放眼望
去，绿意盎然，郁郁葱葱，一
派生机蓬勃的喜人景象。在那
个缺吃少穿的年代，村子里家
家户户的饭桌上都有蒜的影
子。蒜苗、蒜薹是一道道美味
佳肴，蒜头更是深受乡亲们宠
爱的家常菜。

小满前后，是大蒜收获
的季节。那时，乡亲们挖出大
蒜，除去泥沙，放在太阳下晾
晒，待蒜秆到八九成时，削
掉蒜须，再像扎辫子一样编起
来，悬挂到屋檐下或放到通风
的房间里，有的则根据各家喜
好，进行加工腌制储存。大蒜
的吃法也种类繁多，生吃或做
成蒜泥蘸着吃，也有切成蒜

片拌着吃，还有放到锅灶里烧着
吃，串起来烤着吃……所有这些
吃法，我在儿时都品尝过，各有
各的味道，但让我记忆最深的还
是捣成蒜泥吃。

每次家中做蒜泥时，我们小
孩子都是最积极的，搬个凳子跑
到屋檐下拽几个大蒜头，剥皮之
后，把脆生生的蒜瓣放入一个陶
制的石臼里捣碎，每次捣蒜都被
刺鼻的蒜辣味，熏得眼泪直流，
但为了吃上细腻可口的蒜泥，我
扭着头、憋着气、闭着眼，挥动
手中的木杵用力捣蒜，一会儿工
夫 ， 蒜 瓣 就 变 成 了 蒜 泥 。 母 亲
这时开始调味，首先洒上一些细
盐，尔后将锅中烧好的豆油淋在
蒜泥上，再搭上几滴麻油，用筷
子一搅拌，蒜香与麻油的清香，
顿时弥漫在厨房里，让人不觉口
舌生津。舀上一勺，涂抹在馒头
上，蒜的辛辣、油的丝滑，加上
馒头的松软，那种曼妙的感觉，
至今还让我回味悠长。

大蒜不仅可以做菜，还能够

治疗和预防疾病。小时候我经
常坏肚子，母亲会给我煮几粒
蒜瓣或者在灶膛烤两个蒜头，
让我配醋吃下，症状很快就能
得到缓解。后来才知道，大蒜
含有丰富的营养元素，具有
开胃、降压、除腻、清口的功
效，大蒜中含有一种叫“硫化
丙烯”的辣素，可以起到治疗
预防急慢性胃肠道炎症及溃疡
性疾病、呼吸道感染性疾病、
结核性疾病等。以至于后来我
离开了家乡，到军营参军，每
次外训，我都会建议炊事班多
储备一些大蒜，鼓励大家食
用，既起到杀菌的作用，又增
强了机体抗病毒能力。

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之
我的肠胃不太好，辛辣刺激性
的食物几乎很少去碰了。而对
于大蒜，我却依然经不住诱
惑，偶尔咬上一粒，细细品
尝，每次咀嚼总会溢出浓浓的
蒜香，安抚着我想家恋亲的离
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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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下。瓦片浮尘，被一场雨水冲

洗干净。

那抱团而生的雨烟，在瓦檐

上欢腾着。站着打量间，忽然想

起某个日子，爱上一壶沏上的新

茶。揭盖间，更多以心境，跌宕于

世，淡泊余生。掺着对一盏水关

注，也为浮在日子上几分念想。

水渐渐住了。夏日里的雨来

得欢，离也匆匆。檐上雨收敛，

汩汩而下的水帘，渐渐不连线。

环顾四周，雷吱声去，雨也忙着

退场。意犹未尽的，只有崖坡上

的流水。瓦上雨烟消，檐上水落

尽，不再串联。聚拢落下，换成

水珠慢慢滴。走下亭来，半山之

间，水色空濛。

想起儿时在爷爷家，居所

建在小城山坡上，早期为府衙所

在。一阶阶青石，一排排白墙青

瓦，曾是旧日办公场地，后改为

寓所。爷爷住宅原先为解放初期

老宅，隔空木板地，房间连通。

屋门左右长廊，青石铺底，抬高

于宅前一米多高。对称木柱立于

基石上。屋顶鳞瓦。

一到梅子熟时，长江多雨。

我便喜欢站在长廊下看雨，仰

望雨成线，雨滴落。看着宅下

那排侧屋檐上雨烟起，望着三三

两两油布伞在山坡青石阶游动。

雨停，穿着凉拖与小伙伴们去淌

水，脚丫缝中湿漉漉般清凉。

一晃多年去，物是人非。站

在城市高楼里，隔窗望去，一场

雨来，满城水色。念起儿时院落

早已不在，那些人，那些事都隐

去。如同我们曾经感动与忧伤，

失意与成功，都慢慢淡色无痕。

雨烟生起，无非片刻欢喜与

踌躇，一转身，时间早去。细思

量，人已中年檐下望。

陡然间，那灰色房厅下挂起一道

水帘。

听见雷，压着山尖，震撼

般鸣响着。自然界中，风声，水

声，雨打芭蕉或屋蓬声，以及压

过头顶的隆隆雷声，恍然组成乐

团。鼓鸣锣响，琵琶声起，古筝

急促，掺着乐器合奏而起，却又

在曲段中休止或退场。

环顾左右，山川尽洗，四

周笼罩水色里。站在亭中的我，

自顾打量周围。风过的水汽近乎

微微寒，扑面而来，衣袂也是躲

不过，沾着水滴。雨水几度试着

探入亭中，又被风吆喝着退去。

雨中，我被坡下飞檐吸引着，袅

袅而生的雨烟，在瓦片上氤氲而

生。一簇簇，一团团，缥渺着，

淡淡薄雾般，浮在乌瓦上。似乎

能感受到那一处水汽兴奋着，跳

跃、聚合、爆裂，像被扬起，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