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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郑州市一名普通公
交车长，驾驶公交车两年。“两
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
如果跟一个姑娘相处两年，也
该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两
年来，从陌生到熟悉，从默默
牵手到如胶似漆。在这个风
景如画的城市道路上，“她”带
我一起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发
展，体会了许多来自陌生人的
温暖。

城市是一个大社会，车厢

就是这个社会的缩影。作为
一个车长，见得最多的就是这
样的场景了：一位老人上车
后，大家争相让座；有人推着
轮椅或婴儿车，大家都会随手
帮忙；有人问路，无数热心人
帮忙提醒……相信这些场景
每个人都见过，并且都认为很
平常。这也意味着咱们城市
的文明程度达到了一定指数，
才会让爱融入点点滴滴的日
常生活中。

创建文明城市，创建国家
中心城市，是一个城市发展走
向的必经之路。

我是一个热爱旅行的人，
曾去过一些国家的中心城
市。在我看来，所有城市的发
展都不能回避公共交通的发
展。而其中，公交首当其冲。
作为城市的形象窗口，公交车
会给外地乘客留下这个城市
的第一印象。

创建国家中心城市，公交

当先行。这并不只是一个口
号或一个倡导，更不是一种
约束和督促，作为“公交人”，
理应主动站出来，作好城市
窗口的表率。

当国家中心城市与文明
城市的称呼交织在一起，我认
为这便是郑州。在这里，无数
朴实的郑州人默默用勤劳的
双手培育着这座拥有 3600年
历史的文明古都。
郑州公交四公司四车队 刘鑫

我眼中的国家中心城市——郑州
■感悟

■惬意

老公喜欢钓鱼。纯属喜
欢，钓艺不精。但兴致蛮高，
得空儿就跑。把我一次次的
埋怨抛在脑后。我很好奇，钓
鱼有这么吸引人吗？

久雨初晴，阳光挂在树
梢，微风吹来，晃人眼睛。恰
逢秋日难得的好天气，我一时
来了兴致。老公今天休息，一
定技痒。果然，还不到下午两
点，他就坐进了车里，我快步
跟上，坐在了副驾驶。老公嘿
嘿笑了笑，讨好地说：“今儿天
真不错，一块儿吧？”

行驶了半小时左右，我们
来到了目的地。放眼望去，河
两岸已有二三十个钓者。果
真是男女老少齐上阵，各年龄

段的都有，大大小小的遮阳伞
撑在头顶。找好位置坐下，放
杆、挂线、系钩、试漂、下窝儿，
然后在鱼钓上挂上小蚯蚓，稳
坐钓鱼台，就等那些馋嘴的小
鱼儿来吃了。没一会儿，鱼漂
就动了。我耐着性子，看到鱼
漂动的幅度越来越大，利索地
起杆，别说，运气还真好，赶在
老公前头钓上了一条小鱼
儿。我得意地一笑，催促他：
“快帮我挂蚯蚓！”我只管钓，
没胆下手，挂蚯蚓、取鱼都是
老公的活儿。为了帮我，老公
杆上的食儿被鱼拉走了也没
来得及起杆。不过，他的鱼竿
长，探进水面远，钓的鱼个儿
都大。

就这样，鱼竿起起抛抛，
有时 10多分钟就能钓到一
条，有时候半个小时也没收
获。最妙时，竟有一杆两尾
的，不过这样的情况还是极少
的。想起了一首古诗有云：
“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
不应人”。但伴随着我每钓上
来一条鱼的欢呼声，和催老公
取鱼、挂鱼饵的咋呼声，热闹
得很，哪里安静的了？

到了 7点收杆时，看着桶

里的20多条小鱼，心里甚是满
足。我对老公说：“以后天冷
了，别来太勤，你动过手术，不
经冷风吹，天晴时再来。”老公
笑着答应。他说：“以后只要你
想来，我都带着你。钓鱼多少
没关系，比在家玩一天手机强
多了。眼睛得到了休息，心情
也不错吧！”我恍然大悟，怪不
得老公总让我陪他来。我满眼
笑意。钓鱼。钓了鱼，暖了情。
经开区社区局 焦世珍

钓了鱼 暖了情

李雪生诗四首

晚秋
天高云淡风轻，
路宽廊长翠景；
车多行缓道拥，
鸟欢群逐翔空；
秋忙人集影憧，
叶疏果露园中；
地湿尘绝街净，
蜷车静思一翁。

咏松
尔风尔雨尔严霜，
酷暑冰冻皆寻常；
伟岸挺拔傲然立，
四季凝翠不改装；
根植深土汲黄泉，
冠耸高天抚艳阳；
悬崖峭壁不嫌瘠，
置身园中更茁壮；
四海五洲有身影，
装扮大地为栋梁。

治霾
（一）
是云是雾还是霾，
锁封艳阳与蓝天；
不速之客悄然至，
天地之间色骤变；
相隔百米难视物，
空气凝滞呼吸难；
飞鸟高天难辨向，
车行缓缓驼行般；
似闻万木哭泣声，
难耐折磨与熬煎；
如此瘟神不送走，
怎见碧水与蓝天？

（二）
满街昏暗浊气生，
雾霾陷落郑州城；
治污当论持久战，
同仇敌忾全民行；
日排隐患查污源，
夜出重拳堵漏洞；
撒下天罗和地网，
彻除祸首与帮凶；
道长魔消自有日，
笑迎天蓝碧水清。

愿心
鱼戏莲叶由心性，
鸟翔高天肆意行；
行云流水何酣畅，
风吹风住几尽情；
蜂蝶竞采花自选，
大雁南北随停经；
脱却俗务去烦恼，
南亩结庐做仙翁。

■诗心

眼睛亮了
下午进班上课时，别的学

生都在做着课前准备，只有郭
燚龙低着头默默坐在自己的
座位上，我以为他又在跑神偷
懒，就严厉地提醒他：“郭燚
龙，马上上课了，抓紧时间把
你第一节课要用的东西准备
好！”反复说了两遍以后，他才
慢悠悠地从抽屉里往外拿东
西，我看到后很生气，心里想：
这孩子怎么回事，平时不写作
业、不背书，上课也是一副“上
刑场”的样子。这时，他旁边
的学生小声提醒我：“老师，郭

燚龙哭了。”这时，我才留意到
他的眼圈红红的，问题可能不
像我想象的那样。

我走到他跟前，小声说：
“燚龙，怎么了？走，有什么
事，我们到教室外面说。”趁
着学生预备唱歌的几分钟时
间和他聊了一会儿，我才知
道，原来是班上的一名女生
说他上课说话，还和同学们
提起这件事。他和别人解
释，但大家都不相信他。因
为他是大家眼中的“差学
生”。他红着眼圈问我：“老

师，我就是委屈，他们为什么
冤枉我？”听到这句话，我心
里很不是滋味，于是，我承诺
他，下课帮他和那个女生说
说。第一节上课时，燚龙整
整一节课听讲都很认真，而
且多次举手回答问题，看我
的眼神里充满信任。这一刻
我感受到他把我当成了“自
己人”。我从他的眼睛里看
到了自信、积极，我感到这节
课他的眼睛亮了起来。

下课后，郭燚龙看我的眼
神一直印在我的脑海中，那份

信任与接纳触动着我。为什
么同学们会坚定地认为郭燚
龙是“差学生”，并且理所当然
地去嘲笑他？为什么没有人
愿意给他一次机会，相信他的
解释？我很愧疚。或许这样
的认识与观念，是老师在潜移
默化中慢慢传递给学生们
的。是的，平时郭燚龙基本不
写作业，课上学习也不积极，
常常和别人说话、做小动作，
考试成绩基本倒数，参加活动
时也常常拖班级的后腿……
但即便如此，我们也没有权利
过早给他贴上差生的标签。
老师的一句话、一个眼神，可
以毁掉一个孩子，也可以成就
一个孩子。作为老师，应该尽
自己所能地去客观、温和地看
待学生，包容每一个孩子的不
完美。
经开区滨河第一小学 赵宁

■学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