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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 情 防 控 新 政 ，提 醒 人 们 要“ 做 自 己 健 康 的 第 一 责
任 人 ”。 这 一 变 化 ，并 不 难 理 解 —— 就 是 要 人 们 对 自 己
的 健 康 负 责 。 如 此 政 策 ，并 非 甩 锅 ，而 是 面 对 疫 情 新 形
势 作 出 判 断 后 的 果 断 决 策 ；也 非 谁 抛 弃 谁 ，而 是 要 让 个
人 变 得 更 加 自 主 、自 律 ，甚 至 可 以 说 是 让 个 人 享 有 了 更
大的自由空间。

“第一责任人”这个词汇，在行政体系内并不陌生，时
常在政策制度或文件材料里反复提及。对于广大民众而
言，这个词汇倒是运用得不多，但也相距不远，甚至时刻与
大家相伴。

一个人刚出生，对新来的世界是陌生的，也无力撑起
自己的一片天。于是，在父母及其他家人的帮助下，很多
事情都不用自己去承担。但你并非没有责任。好好吃东
西、快快乐乐地长大就是你最重要的责任。于是，你成为
了自己成长的第一责任人。

等进了学校，你经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你为了谁而
读书呀？”是老师，还是父母？好像都是。老师教出了一个

好学生，满心欢喜。看过一个视频：有位女老师得知自己
辛苦教出的两名优秀学生转学了，她带着哭腔说，“这比我
离婚还难受。”你成绩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老师的情绪。这
不免让年幼的你产生疑惑——“我是不是在为老师读书？
老师是不是我读书的第一责任人呢？”

相似的情况还出现在家里。父母看到你带回的奖状或
优秀的成绩单，总是眉飞色舞或者逢人便夸你多么聪明；
可你一旦考砸了，那将免不了要吃一顿母亲的“狮吼”或父
亲的横眉冷对。如此，怎能不让你觉得读书就是为了他
人。所以，你读书总是很被动，要被大人盯着，或被不停地
催促着……

进入了中学，你领会到了什么叫无休止的劝诫，“读书
是为了你自己”的话快让耳朵起老茧了。直到有一天，你
慢慢醒悟，原来读书和成长都是自己的事，自己才是成长
的第一责任人，不是老师，也不是爸妈。

长大后，你可能会离开原来的家庭环境，去单飞或组建
自己的新家。慢慢地感受到了没有爸妈庇护的压力，也慢

慢懂得了“责任”二字。对于家庭的日常，柴米油盐酱醋茶
要承担，以及家庭成员的各种情绪要安抚，你都是第一责任
人。这一切，皆因为“爱”——爱自己、爱家人、爱家庭。

对于国家，你我他，都是第一责任人。明末清初的顾
炎武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生于斯，长于斯，国家的
兴旺、社会的和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第一责任人。

如何当好自己的第一责任人呢？它并不意味着可以无
拘无束，而是必须遵守法律和道德的底线，管理好自己，不
伤害他人，不破坏公共秩序。做成长的第一责任人，我们
要保持对知识与智慧的渴望，不断登高望远。做生活的第
一责任人，我们要避免“啃老”，要懂得经营好自己的小日
子，扶老携幼，让家庭成为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做健
康的第一责任人，要顾好自己的身体，尽量避免成为病毒
的传播者。做国家的第一责任人，要心系家国情，仰望天
空，亦要脚踏实地，尽心尽力尽本分。

当回首往事的时候，因“自己是第一责任人”而幸福，
嘴角挂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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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不居，时光如流。一
年 又 一 年 。 掬 一 捧 初 光 揉 进
岁月，端一盏美酒回味人生。
在这跨年的节点，我们心中升
腾起无限感慨和希冀。

2023，您 好 ！ 告 别 2022

之际，难舍之情油然而生。回
眸身后的座座群山，还有望不
到 边 的 滔 滔 河 水 。 尽 管 受 新
冠疫情的影响，在车站、机场
和码头，仍挡不住游子匆匆赶
路的脚步。

走 过 汾 河 景 区 ，虽 寒 风
刺骨，但迎春花欲吐花蕾，柳
丝 温 柔 地 迎 风 摇 曳 ，野 鸭 野
鸟 在 冰 凌 中 窜 上 窜 下 。 此 刻
的 寒 风 也 变 得 柔 情 万 种 ，暖
阳 也 释 放 出 早 春 的 气 息 。 在
数九天，努力地轻轻吟诵，呼
唤 着 春 姑 娘 的 早 日 降 临 。 回
望这座小城：有的市民，早早
擦洗玻璃，挂起红红的灯笼；
商场、超市的柜台上，摆满各
色 各 样 的 年 货 ；临 街 商 铺 的
店 主 在 寒 风 中 笑 迎 客 人 。 还
有 ，那 些 戴 着 头 盔 匆 匆 驰 过
的 快 递 小 哥 …… 虽 近 年 关 ，
大 街 小 巷 ，少 了 往 年 熙 熙 攘
攘 的 人 流 。 但 也 看 到 ，那 身
穿 桔 黄 色 的 环 卫 工 人 们 ，在
这 个 城 市 的 每 个 角 落 流 动 的
身影，足以让这个严冬灿烂。

站在 2023，这个新年的门
槛 。 让 我 们 回 眸 这 一 年 走 过
的点点滴滴。辞旧迎新，就是
对 过 去 一 年 所 经 历 之 事 进 行
梳理，对新的一年的工作和生
活 展 望 规 划 。 沉 淀 重 在 积 蓄
力 量 ，梳 理 重 在 开 拓 创 新 。
2022，国 家 大 事 、喜 事 不 断 。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北京冬
奥会精彩纷呈，神舟十四号、
十五号飞船发射圆满成功，让
炎黄子孙扬眉吐气，华夏儿女
骄傲满满。经济平稳，人民幸
福，国家富强，社会各项事业
捷报频传。奋进新征程，建功
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之
强音，传遍全世界。这是国之
福，民之福，世界之福！

2023，您好！岁月的故事光阴说，幸福的故事街坊说。
2022，在这最后的几天，虽说寒风习习，但仍阳光灿灿。恨
冬日太短，夏日不长。无论你愿意与否，都无法阻挡那岁月
的匆匆，也都无法停留在 2023 门槛之外。虽言，邂逅过满
地黄花，毕竟风过林梢，云在天上。弹指，便晃动了夕阳，也
悄悄地送走了经年。

光阴荏苒，岁月如歌。细数逝去的时光，在每个人的身
后，都会留下一串串前行的脚印。或长或短，可圈可点。有
的工作进步，有的学业有成；有的爱情芬芳，有的身体倍棒；
有的事业发达，有的日子红火。

2023元旦的钟声，即将敲响。新年的钟声，是最动人的
旋律，它将奏响春天最美的乐章；新年的钟声，也是盛满希
望的一簇簇篝火，可以点燃心中梦想；新年的钟声，还是一
碗碗热气腾腾的饺子，可以温暖乡愁。

2023，您 好 ！ 告 别 难 忘 的 2022，拥 抱 充 满 希 望 的
2023。在这告别的时刻，我们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心中无
不想起，那些令人温暖而又崇敬的一群群人：紧握钢枪，守
疆戍边的人民子弟兵；白衣执甲，医者仁心，抗击新冠疫情
的白衣卫士；精心科研，共和国铸剑的科技工作者；胸怀祖
国，“一带一路”上驾驭经济大船扬帆远航的企业家；大国工
匠，工厂车间里的工人师傅；辛勤耕耘，黄土地里收获五谷
丰登的农民兄弟；桃李芬芳，三尺讲台上的辛勤园丁；扮美
城市，披星戴月的城市环卫工人；守护生态，建设美丽中国
的生态环保人；金色盾牌，维护社会稳定，百姓安宁的政法
干警；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新闻工作者。还有许许多
多默默无闻的普通劳动者，以及数也数不清的、为实现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所有奋斗者。

风劲帆满图新志，砥砺奋进正当时。告别 2022，拥抱
2023 新年。在这启程的时刻，让我们唱响《启程》的歌。让
我们憧憬新的一年，奋进新时代，启航新征程。

眺望 2023，憧憬 2023。拥抱新时代，担当新使命。让
我们道上一声声感谢：感谢日出，让我们拥有阳光的心情；
感谢日落，让我们拥有思考的空间；感谢家人，让我们拥有
真实的幸福；感谢朋友，让我们拥有心灵的慰藉；感谢信念，
让我们拥有前进的动力；感谢命运，让我们拥有生活的感
动；感谢成功，让我们拥有笃定的步伐；感谢失败，让我们拥
有人生的历练；感谢文字，让我们拥有诗与远方；也感谢元
旦，让我们拥有新的梦想！

2023，您好！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新年
新气象，新年新愿景。奋斗正当时，行者方致远。让我们在
新的一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赓续建党精神，传承红色血
脉，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担当作为，再铸辉煌。心中有梦，
脚下有路。无奋斗不青春。我们要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
于圆梦。我们都是追梦人。

新的一年，新的征程。星光不负赶路人，江河眷顾奋楫
者。我们定将只争朝夕，不负韶华，踔厉奋发，勇毅前行，把
每个人拥有的青春芳华，书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用辛
勤的汗水和广博的智慧，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因为，我们相信，奋斗是一本打开了就合不上的书，人
生是一条踏上了就回不了头的路。我们也始终相信，无论
山高路远，没有比脚更长的路，也没有比人更高的山。不忘
初心，方得始终。我们也坚信，在共和国这个美丽的大花园
里，来年定会更加花团锦簇，枝繁叶茂，硕果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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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是一年中的最后一个月份，跨进腊月，思乡的
情绪愈来愈浓烈，“回家”的念头便在心里、在梦里泛
滥。屈指算来，我已三年没回家了。居无定所地漂泊，
心中装满疲惫，青春播洒在通往梦想的路上，无悔着一
路上的风雨泥泞。如今，背上简单的行囊，我要回家。

所有的辛酸与委屈，都是为了荣归故里。坐在回家
的火车上，想起爸妈，泪流淌着。

“孩子，回来过年吧，你三年里寄给我们的钱，没动，
都给你存着了，我们不缺钱花，缺的是你在我们身边的
欢声笑语呀！”妈的电话，在耳畔萦绕。

“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浪。几年漂
泊的时光，孩子，让你受苦了，回家吧！”爸的微信留言，
让我哭得像个孩子，那么骄傲的一个人，一生没向任何
人和事低过头，为了少不更事的我，却暗暗自责了三年。

车站，人流如潮；乡音，亲切悦耳。路边随处可见
晾晒的腊肉、腊鱼、香肠。烫豆皮，磨汤圆，切麻糖，炕
蛋卷，大街小巷全被浸在香香的、浓浓的腊味里，回家
真好！

梦里熟悉的画面清晰呈现，依旧是妈的嘘寒问暖，
依旧是爸的锅里翻炒，依旧是华灯初上一家人围桌吃
饭。姐特意从单位回来，坐上片刻赶去加班，依旧那般
忙碌着，只不过人比以前清瘦了些。房间里收拾得干净
舒适，被褥散发出阳光的气息，那是家的味道。

第二天，爸在楼下剪了发，进门就喊着要妈染发。
我接过妈手上的染料，缓缓走向坐在椅子上的爸，他先

是一愣，尔后，整一整衣服，挺了挺胸，目视前方，端正地
坐好。妈瞧见“噗嗤”一笑，我也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轻
轻一瞥，昨晚躲藏的白发，突兀在我的眼前。细细梳理
着，额头的白发怎么梳都遮不住。渴盼梳子所到之处，
华发重生。脸上的皱纹，就像这几年我走过的十字路
口，每一处都是岁月的痕迹，心倏地紧了一下，不禁鼻子
泛酸：我的爸妈，老了。

妈说：“每年腊月，就巴望你回来，虽然，你说春节
要 值 班 ，不 能 回 家 。 但 越 是 年 底 ，越 爱 朝 村 口 上 来 来
往往的车辆巴巴地看着。有客车停下，我就希望是你
回来了。”妈坐在沙发上说得很平静，手中编织的毛线
上下翻飞，我的手却蓦地电击了一下，微微抖了抖，用
力睁大双眼，怕一不小心眼泪滚落出来。我的幸福在
远 方 ，那 是 我 的 梦 开 始 的 地 方 ；而 爸 妈 的 幸 福 是 家 人
团聚。

姐悄悄地说着这几年爸妈对我的牵挂：怕我出门在
外委屈，怕我不晓得照顾自己，怕我在外吃不好睡不安，
又怕嫌他们唠叨，总是从她那边打听我的消息……我点
开微信，把屏蔽爸妈的朋友圈取消，郑重发了一条信息：
有种幸福，叫回家。

爸妈的心酸与牵挂化成一日三餐，天天不重样，吃
得我滚瓜肚圆，吃得爸妈脸上的皱纹开出了花。

无论过去的一年里，你是饱经风霜，还是凯歌激昂，
回家过个团圆年吧，你的归来便是爸妈最甜蜜的礼物，
是家人最开心的幸福年！

侄女前几天放学时，兴冲冲
地扛着一根甘蔗回来，一进门就
向我们显摆起来。原来，这是班
主任奖励同学们的礼物。“老师说
了，只要努力，结果都是甜的。”岁
末年终，我想这根特别的甘蔗一
定会给孩子一年的努力划上一个
甜美的句号。

是啊，只要努力，结果都是甜
的。孩子们小小的心灵被老师种
下了一颗努力的种子，而我也很
喜欢老师这个巧妙的比喻。回头
看看我这一年，那些认真付出的
努力，用心对待的每一件事，都像
这甜美的甘蔗一样，带给我格外
甘甜的回味。

这一年，因为工作环境的变
化，我从传统媒体转行进入新媒
体，必须适应从幕后走到台前的
转变。对于已经 35 岁的职场“老
人”来说，不禁怀疑自己能“折腾”
好吗？

最难忘的是第一次接到的重
大任务，要完成一块智慧农田的
出 镜 采 访 工 作 。 这 可 让 我 犯 了
难，作为在城里长大的孩子，我是
一次也没有下过田。多年的工作
也一直没有接触过农业。我去采
访会不会特别不专业？在镜头前
会不会特别呆？时间紧、任务重，
要放弃吗？

冷静下来后，我在网上开始
搜索关于智慧农田的公开报道，
将十几篇新闻和材料打印梳理、
标注重点内容，逐渐形成自己出
镜稿的主题和脉络。随后，第二
个难题又来了，作为出镜新人，一
点主持和互动的经验都没有，如
果 只 是 呆 板 地 站 定 对 着 镜 头 播
报，那注定是个失败的作品。该
怎么让报道生动起来呢？我又转
战视频平台，搜索各类新闻节目，
大量浏览后进行重点研究，观察
出 镜 记 者 的 表 达 方 式 和 主 持 风
格。我像一只花田里的小蜜蜂，
辛勤地采撷着百花园里的果实。

那段时间，我站在镜子前，模
拟站在镜头前，一遍又一遍地练
习。同事们偷偷拍下照片发到群
里为我打气，说这次拍摄“稳了”。我一刻也不敢怠慢，在练
习中不断对主持稿进行修改打磨，密密麻麻的手写字很快
填满了纸张的空白处，崭新的几页稿纸也因在我手里反复
磨搓变皱了。

拍摄日很快到来，那是 5月栽插水稻秧苗的现场。我穿
着雨靴下到农田里，爬上插秧机，感受现代化农业机械在农
田里行进时的震动，看着一排排秧苗被送进哺育它们的土
地里，脑海中想象过的场景终于成为脚下黑黢黢的泥土，这
真实的感受唤醒了我连日来努力练习的记忆，一千多字的
主持稿很快便娓娓道来，更有一些不期而至的灵感，让我的
临场发挥可圈可点。

令 我 开 心 的 是 ，视 频 播 出 后 广 受 好 评 。 从 内 容 的 充
分准备到风格的清新自然，都给了大家一个惊喜。尤其
令我意外的是，这个作品还被单位推荐参加了全省新闻
节目推优评选，并获得了专家的肯定，成功入选全省优秀
新闻节目。

又到一年岁尾，我打开视频，看着镜头里那个青涩的
自己，像一个沉淀已久终于走向赛场的运动员，内心紧张
又要强装镇定。但那个小小的身影，站在一片绿油油的田
地里，格外认真而努力，像一颗颗秧苗一样，勇毅地迎接风
雨，尽力地向阳而生，最终一定会结满饱满的果实，迎来丰
收的时节。

“只要努力，结果都是甜的！”我亲身验证了这句话，并
对无限的未知充满了信心，准备好迎接新的挑战。

我家阳台不大，小小的阳台不仅
肩负了全家洗晾晒的功能，还
堆满了各种舍不得扔的杂
物。有时闲下来，坐在
客厅看过去，密密麻
麻、满满登登，不但
乱，还让人感觉很
压抑。

终 于 ，在 一
个周末，我决定
行动起来，清理
掉那些许久不用
却舍不得扔掉的
物品，给阳台来个
彻 底 的“ 大 扫 除 ”。
腾空后的阳台，顿时宽
敞了许多，就像去除了焦
虑、繁杂的心一样，倍感清
爽！闲暇之日，摆上一张小方桌，
阳光正好，一杯茶，一本书，兴致盎然一
早上，很是惬意。小小的方寸之间，有茶香，有书
香，有暖阳。

但日子久了，却觉得缺少点什么，仔细琢磨，应
该是少了生机盎然的一抹绿意。我开始想，是不是
要种点什么。但在我的养植履历中，除了绿萝，其
他养过的花花草草全军覆没，只剩下一堆花盆还垂
头丧气地堆在那里。

种点什么呢？我苦苦思索着。种菜吧，脑海中
突然冒出这样的一个想法。想起以前，父母在家也
是种很多家常菜来丰富我们的餐桌。废弃的锅、脸
盆、烧水壶，只要能装土的容器，都能被他们拿来种
菜，真是物尽其用，譬如旧的水壶里面栽蒜苗，烂的
锅里面种韭菜，过时的铁盆里面种小青菜、辣椒等，
那时候只觉得寒酸，都买不起个漂亮的花盆儿，现
在想着倒觉得很有创意，还记得父亲曾用废弃的桶
种西红柿和黄瓜苗，长势还挺不错的。

好吧，打定主意，那就种菜，既可以作为盘中
餐，也可以给家里增添绿意。说干就干，网购了几
个长条形的菜盆、几袋有机土，还有几包应季种植
的菜籽。孩子放学后，拉上他一起动手，先是给盆
里倒上三分之二的土，搅拌疏松，再把小青菜、茼
蒿、生菜的菜籽均匀地播撒在土里，最后再撒上薄
薄的一层土轻轻地覆盖上。剩下要做的就是每天
喷水，打开窗户，让它们接受阳光的照耀，快快地冒
出绿芽。

孩子很兴奋，每天早晨起来、放学回来，第一件

事情，不再是缠在我身边，而是径直
跑去阳台，给盆里喷很多遍水，

我 曾 经 一 度 担 心 过 度 喷
洒，会不会影响菜苗的

生长，但是后来发现
担心是多余的，种
子 的 生 命 力 还 是
很 顽 强 的 ，它 们
努 力 地 吸 收 着
阳光和水分，很
快，各个盆儿里
都探出了尖尖的
小芽。孩子每天

都 会 去 观 察 它 们
有没有长大。

老 公 看 着 这 冒 出
尖 儿 的 小 菜 苗 ，长 势 喜

人，绿油油一片，也有点心
痒痒，跃跃欲试，于是又购了几个

盆，倒上土，种上菜籽。
孩子高兴，老公上心，他俩还特地从老家挖了

几颗草莓苗种上。草莓开第一朵花的那天早晨，孩
子高兴地大声喊叫，妈妈，快来看，草莓开花了。我
渐渐发现他们俩对小菜园的关注程度已经超过我
了，孩子会为了草莓开的第一朵花而兴奋地喊叫；
也会为了莫名其妙冒出来的一朵小蘑菇而惊讶，问
我是否能吃，有没有毒。

几个月过去了，我家的阳台现在俨然已经成了
一片小型的蔬菜种植园了，鲜嫩的青菜、生菜还有
蒜苗，已经端上了餐桌，这是真正的纯天然，无任何
添加，吃着自己种的蔬菜，孩子说格外清香。

本来只想种点绿色愉悦一下我的心情，现在却
成了一家人的乐趣。那些发了芽的大蒜、土豆、红
薯，甚至连芹菜根、红萝卜根、白菜根等，都不会再扔
掉，会当成宝贝一样用搜集来的瓶瓶罐罐水培起来。

又是一个周末，阳光正好，或一茶一书在一片
绿意盎然之中感受书籍的魅力，或父子对坐，五子
棋、跳棋对决轮番上阵切磋棋艺，或一起商讨，哪盆
菜长得快，哪盆菜要多施肥，哪盆要多浇水，哪盆要
多晒太阳……气氛温馨融洽。

越来越喜欢我家阳台这片精心布置的小菜园，
它不仅种出了饭桌上的一盘盘菜，种出了孩子的好
奇心和责任心，种出了老公下班后的放松和心底的
童真，还种出我心里的绿意盎然和一家三口亲密交
流的小天地。

小小阳台，种出了大大乐趣！

种 在 阳 台 的 乐 趣
马 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