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灯下漫笔 不吐不快

图图说
伊
滨

说
伊
滨

2017年6月1日 星期四
编辑：苗君甫 组版：苗君甫

热线电话：0379—69660885
投稿邮箱：ybxxbjb@163.com

万 安 山

慧与慧与--洛阳产业基地人才产业区正式投用洛阳产业基地人才产业区正式投用

5月15日，首批253名大学生入驻我区慧与-洛阳国际软件人才及产业基地产业区进行培训，标志着人才产业

区正式投入使用。

慧与-洛阳国际软件人才及产业基地是慧与（中国）在中原区唯一的国际软件人才及产业基地，是慧与实施全

球人才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原地区一流信息产业园。

自 2014年正式运营以来，慧与-洛阳产业基地已培养河南

优秀大学生4299名；与郑州大学、河南大学等32家本、专科院校

建立密切合作，联合培养共建生2000余人；为合作高校培养百余

名“双师型”卓越工程师；完成 11家共建高校实验室软件配备，2
家已挂牌。现已成为河南省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 IT人才实训

基地。2017年基地计划将省内合作的本专科院校数量扩大至50
所，计划招收大学本专科实训生2000人。

该项目的正式投用，将深入洛

阳传统产业，针对我市产业发展主

导方向进行深入调研，加快软件服

务中心、解决方案中心、公共服务平

台的建设，为河南省、洛阳市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提供助力。

（文/图 杨万通 任洁琼）

年过而立以后，记忆力差了许多，很多东西都得拿个本子记上，否则就
容易误事。

那天在外面，一个朋友打来电话，说看中了我买的茶垫，让我回家把网
址发给她。我答应了，却怕自己记不住，于是让老公记得提醒我，老公笑了：

“这么点儿小事，你郑重成这样。”我却摇头，很多小事其实也很重要。
记得去年，差点儿因为一件小事，我丢了一个朋友。去年冬天，我开始

做一些姜茶，自己喝，也会卖一些。那天，一个朋友说自己体寒，相交已久，
便提出给她送两瓶。谁知，事后我将这事忘得一干二净。朋友担心我寄了，
但是快递没送到，开口问我，我这才想起来。当时尴尬得不行，其实真的不
是为了钱，可是朋友会想，是不是因为没有花钱，所以我才不够重视。谁都
不愿意在一件小事上，毁了相交多年的感情。可又差点儿，因为一件小事，
毁了感情。

生活中有许多小事，经过岁月的沉淀，你会发现，其实那些都是挺重要
的事。

同事阿丽是单位的销售冠军，她说自己人生的巅峰其实是从一件小事
开始的。阿丽是个腼腆的姑娘，刚进销售部的时候，两个月都没有开张。那
次，她去一个客户的单位，和清洁工擦身而过时，清洁工脚下一滑，她赶紧抬
手扶住，并说：“您小心点儿脚下。”自那以后，那个清洁工每次看到她都会笑
着打招呼，两人渐渐熟悉了。在清洁工的指点下，阿丽在总经理在办公室的
时候过去洽谈，完成了第一单生意。不要轻视任何人，也不要忽略一件小
事，人若心存善意，踏实细心，更容易成功。

许多人都将自己的眼光看得极远，而不愿意去关注点滴小事。世界那
么大，也很精彩，但绊倒我们的，往往只是脚下的一块小石头，而能让我们顺
利前行的，也只是因为眼前的那条路。

那些重要的小事儿 □ 王子华

若有所思

仿佛一夜之间，共享单车突然就火爆了起来，如果说“共享”跟“方便”是一对好兄
弟的话，那么，这对好兄弟通过互联网科技，实实在在地让人直观地感受到了便利。

我在街头巷尾看到不少骑着共享单车的年轻人，上学、上班、出游。毫无疑问，绿
色出行年轻人是主力军，但令人欣慰的是，我还看到有些上了岁数的人也优哉游哉地
骑着共享单车。试想，不久的将来，共享单车彻底颠覆我们的生活，大街上再也看不
到私家车，全是共享单车和共享电动车的时候，不仅出行方式变得更加绿色，恐怕还
会解决更多出行难题。“共享+绿色+便利”一定是未来城市交通发展的方向，这让人
倍加期待。

但是，如果社会的进步仅仅靠“共享+绿色+便利”似乎还不够。走路要靠左腿和
右腿，一起用力交叉进行，我觉得社会的“左腿”是共享，“右腿”是文明。走路的时候
光迈左腿，右腿拖着走，不仅难看，而且滑稽，也走不快，社会的进步也是如此。

都说自行车是检验城市文明的试金石，共享单车是国民素质的“照妖镜”。那咱
就去看看“照妖镜”照出了多少妖魔鬼怪——共享单车的便利之处是可以随时随处停
放，但可不是哪儿都能放，想怎么放就怎么放。有些小黄车的使用者停放时影响了交
通，或者任其歪歪扭扭，躺到草丛中；共享单车的核心理念是共享，谁都可以用，大家
一起用，但是有些共享单车被刮去二维码，上了私锁，变成了私家车；还有肆意破坏
的，有的伤了轮胎，有的松了车座，要不就是断了辐条，掉了脚蹬子。“妖怪”们只享受
了共享单车的便利，却没有善待提供便利的共享单车，着实令人感到惋惜。低等动物
尚且知道感恩，我们人类更应该心存善念，温柔地对待为大家提供方便的公共物品，
这是基本素养。

文明就在我们身边，一点儿也不遥远，也不是什么空话、大话。稍微约束一下自
己，主动改变一下陋习，也许文明素质就会提升一大截。

如果说，共享在左，文明在右，左腿已经迈开，那么咱们的右腿要紧紧地跟上，和
谐而优美地走起来，走得快，走得稳，多好。如何享受共享经济的实惠，怎么做才算是
文明的，大家都心知肚明，别再耍小聪明，显能耐，做一个令人欣赏而不是被鄙视的
人，做一个正常人或神仙而不是妖怪，不难。

共享在左，文明在右 □ 郭小郭

丝路花雨

我的助理琳琳，这几天很郁闷。
我问她有什么心事，她生气地说：海外事业部那个女的又在背后说我

坏话，气死我了!
我问：你最近不是在培训吗，月底考试有把握通过吗？给我做的 PPT

做完了吗？
琳琳不好意思地说：没呢。
我接着说：她在咱们公司算是年龄最大的女员工了，可职位一直升不

上去，心里有怨气，看谁都不顺眼，她还曾经当着我的面指桑骂槐。我才
不搭理这茬儿，我们是有小目标的，要努力往前走，和她纠缠，多亏呀。

琳琳笑：嗯嗯，明白了，您是不让我理这些烂事对吧，我去干活了。
其实，这些年，我遇到过很多莫名其妙的诋毁，你根本没有招惹那人，

他（她）却在背后对你各种中伤。
开始的时候，我也生气，可后来发现，凡是这样的人，大多活得不怎么

顺畅，他们不过是用这种方式，来遮挡自身的无力感，给自己找一些心里
平衡。

如果你和他撕扯，不仅样子难堪，还会浪费很多精力和时间，这正是他

希望的：反正我就这样了，把你也拉着动不了。
你要是和他纠缠，你就输了。不计较，才是最好的蔑视。
我的邻居 Z，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两年前在裁员时被

裁掉了。Z气得工作也不交接，跳脚大骂：我一定要报复！
果真。这位大哥死死缠着公司打了两年的官司，据说还没了结。公司

有专门的法务部门负责这事，拖再久也无所谓，最多就是花点钱。而四十
多岁的Z就不一样了，眼看着人生的黄金年龄白白消耗在无谓的纠缠上。

如果他只有二十多岁，虚度两年，大不了翻盘重来。可是四十几岁就
不一样了，哪里耗得起？两年，对一个年近五十岁在职场打拼的人意味着
什么，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或许，每个人心里都曾有过报复的怨气。有的是因为前任，有的是因
为前老板，有的是因为无厘头的人。当我们被伤害、被欺骗、被辜负，这些
事情真正的意义，只是为了让我们更清楚看懂一些事一些人。

而不断纠缠的过程，只会加剧损失。聪明的人，从不纠缠。让自己活
得更精彩，才是最智慧的做法。当你成为最好的自己，一切风生水起时，
会看淡很多事，哪怕是当年让你哭过的人，也会相逢一笑。

聪明的人，从不纠缠 □ 苏心

流年碎影

13年前的今天，我是一名高三学生。成绩平平、家境贫寒，在学校一直
默默无闻，最后一学期，很多和我成绩差不多的同学，压根没打算参加高考，
有的混时度日，有的干脆打包走人。而我呢，一想到自己的成绩和家境，即
使破天荒考上大学，家里也没有经济能力供养我，怎么办？刚好表姐从广东
打工回来，她说，厂里招工，让我跟她出去打工，早点挣钱为家里减轻负担。

我犹豫了半天，跟父亲商量，他说：“只要你考上，砸锅卖铁我也会让
你上大学。”父亲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也想过，高考在我的生命里可
能只有一次机会，而打工挣钱的机会多得多，考试成绩是我的事，至于有没
有钱上大学是父母的事，都说人生难得几回搏，今日不搏待何时？我总该
给自己一次破釜沉舟的机会，不管考不考得上，我都要尽了全力去考。

我把小说锁进了抽屉，把篮球送给了同学，把一直爱玩的游戏机摔了，
甚至把家里的电视天线也拔了，我要离这些诱惑远远的，努力备战高考。

最后一学期，因为端正了态度，我学习的劲头就提升了不少，上课认
真听讲，专心做笔记，回到家，翻出历次考试试卷，按规定时间解答，并且

自己给自己评分。每晚，我都会认真钻研教材，按照老师提示的重点，在父
母的催促下熄灯，他们睡下后，我又爬起来，看书到凌晨一点。有时候特别
犯困，听说洗冷水能让人清醒，我就放了一盆冷水在旁边，眼睛睁不开时就
洗洗，然后抹点清凉油，清醒头脑后，继续看书。

那段时间，我对教材和辅导书，像疯子一样着迷，有时候一道难度很
大的数学题，自己试着用各种方法都解不出来，我会问遍全班同学。同学
们都说我因为学习已经疯了，因为高考，我脱骨换骨般从一个对学习无所
谓的人变成狂热分子。

高考成绩公布那天，连我都有些不可置信，虽然不是一本，但超过二
本分数线 20 多分，我如愿拿到了广州中山大学录取通知书，并且在亲友的
帮助下，顺利上了大学。

如今，我常常会庆幸当年曾经给了自己一次破釜沉舟的机会，那段酷
似“疯子”一般的痴迷让我有了难忘的经历，也让我有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
勇气。

给自己一次破釜沉舟的机会 □ 陈浩

记忆里的每一个端午节，都是在外婆的农家小院里度过的。外婆手巧，满满一盆
糯米，在她上下翻飞的手中不一会儿就变成了一堆小巧玲珑的粽子。有一次我问她
怎么包得这么快，外婆笑着说，因为旁边有个小馋猫等着，我能不快吗？直到今天我
还记得外婆说这句话时那慈爱的表情。

外婆包的粽子不仅外形漂亮，味道也很好。每次我们在外婆家过完端午节，回家
时还要提上一大兜，有腊肉粽、香肠粽、鲜肉粽、蛋黄粽，外婆会用不同颜色的棉线将
它们区别开来。母亲的同事，我的同学，但凡吃过我家外婆牌粽子的，都会在隔年端
午节到来时念念不忘。

母亲和我都向外婆学过包粽子，我是一贯笨手笨脚，不是把米洒了，就是缠棉线
的时候手忙脚乱。而一向手巧的母亲不知怎的就是领会不了包粽子的精髓，没有学
会外婆的私房粽，于是每年都理直气壮地给外婆打下手，我则在边上插科打诨，在笑
声中等待粽香飘来。

想起外婆的粽子，我给母亲打电话，说端午节到了。然后我们都沉默了，我们都
想起了外婆，想起了那个离开我们已近一年的老人。

晚上回家，却意外地看到母亲正坐在桌边包粽子，那熟悉的姿势让我恍惚间以为
看到了外婆。粽子煮熟了，是我最喜欢的香肠粽，也是正宗的外婆味道。品味着唇齿
间香糯的味道，我的眼睛湿润了。其实母亲早就学会了外婆包粽子的手艺，她只是喜
欢在自己母亲面前撒娇耍赖的感觉，喜欢看到外婆给儿孙们煮出最美味的粽子时那
开心满足的表情。

如今外婆不在了，母亲于是传承了外婆的私房粽，煮给所有她爱的人吃。于是我
想，很久以后，我也会熟练灵巧地包最正宗的外婆私房粽给我的孩子、我的家人吃。
外婆的私房粽，如同端午节一样，会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因为，那是爱的接力。

外婆的私房粽 □ 吴兴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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