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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出考场
六年级孩子写下两首悔过诗

焦点关注

网友：让人好笑又心疼

这趟火车成了菜农“专列”票价只要一元

《啥是佩奇》火了
“漂一代”们哭了

话题热度飙升暴露城市化
融入困境

一夜之间，《啥是佩奇》这部预告片火

了。这部不足6分钟的视频，讲述了一个

充满温情的春节故事。片中，农村爷爷希

望满足孙辈的新春愿望，并开启了“佩奇”

的身份探索之旅。

此片投放于春节前夕，可以说很是应

景，话题热度飙升。

虽然这是电影《小猪佩奇过大年》发

布的定制短片，又有中国移动广告植入，

但丝毫不妨碍网友们好评如潮。“走心了”

“看哭，想回家”等评论层出不穷。这印证

了一个基本道理：家庭亲情是春节最大卖

点，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最终归宿。

视频能够引起那么多人的共鸣，却反

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这几十年里，数以

亿计的进城生活的人里面，非常多的人都

有家里的老人在小城镇和农村等着他们

回家。于是才有了千军万马齐奔家乡的

“春运”出现。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不能“反向春

运”呢？春节不一定都得回爸爸妈妈家

过，可以把父母甚至爷爷奶奶接到城里来

过年呀！但有这种条件的人毕竟是少数。

现实看，刷屏的都是“漂一代”，他们

怕过年不只是因为车票一票难求、红包让

钱包空空，还有的是因为和老家的人没有

了共同话题。例如在父母那一辈人经常

联系的亲戚里面，可能至少有一半他们已

经连电话都没有，甚至连名字都叫不出来

了。这说明中国的微观社会正在经历一

场根本性的变革。

对于“漂一代”们，离家数年数十年，

几代人之间的确也缺少共同的话题。但

城市又容纳不了他们，他们成了游离于城

乡之间“夹心人”。在他们看来，大城市灯

火辉煌，车水马龙，物价昂贵，寸土寸金。

他们在大城市没有房产，但是有工作。他

们在农村或小城镇有房产，但是那里没有

他们的工作。他们总是盼望着退休之后

能够回乡养老，但是没想到乡村的人口和

环境，已经越来越不像他们离开时的样子

了。例如现在的很多乡村，主要是由老人

和孩子组成。等老人离开，孩子也不会单

独待在那里了。

“漂一代”一旦出来就再也回不去了，

而大城市无论房价还是户籍都不接纳他

们，更遑论他们的父母、爷爷奶奶了。这

实际上是城市化状态下人们身份的割裂

问题。

据统计，仅游走于北上广深一线城市

的“漂一代”们就达六千万人之众，全国更

不下二三亿。解决他们的难题，就要解决

许多相关的问题，包括如何接纳他们的父

母——不光给父母户籍，还要解决老人有

所养、有所乐等物质和精神问题，还有社

保连网问题……一句话，这是城市化进程

中的融入问题。

只有以上问题解决了，“城乡夹心人”

问题才能解决，“反向春运”才能成为现

实，爷爷才愿意进城过年，和小孙子一起

看《小猪佩奇》。 （闫肖锋）

近日，杭州大多数中小学都结束了

期末考试。本以为，孩子们考完试都会

“放飞自我”，吃好喝好准备迎接新年。

哪知道，有媒体记者在朋友圈看到由两

首诗词组成的“悔过书”，出自一名六年

级孩子之手。

因为期末考试发挥欠佳，“悔过书”

的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小作者的反思之

情，看得人又好笑又心疼。

现在这个社会，对教育普遍存在焦

虑感。而且，这种情绪正慢慢传给孩

子。如何对待孩子交出的期末成绩单，

其实考验的是家长的智慧。

男孩考完试写下“悔过书”

据了解，这封悔过书的小作者名叫

杨博宇，现在就读于杭州金都天长小学

六年级。前天晚上9点，杨同学想到白天

期末考时犯下的种种失误，有感而发，就

在草稿纸上写下两首忏悔诗，并把它们

贴在书桌上激励自己。

为表决心，小杨还把这两首诗交给妈

妈审核。妈妈被逗得只想“哈哈哈”，又怕

伤了儿子的“玻璃心”，就转到自己的朋友

圈，结果很快就收到近百条评论。许多朋

友都称赞小朋友写得很不错，希望孩子能

调整好心态，下次考试再战。

这两首充满童趣的悔过诗是这样的

——

《马失前蹄·恨》

奔马疾驰失前蹄，

昨日纤毫失，

今日千日恨，

却不复昨日。

只望明日朝阳，

暖我胸膛。

昨日之恨，

永烙我心！

切记切记，

不可再失前蹄！

《伤心·恨矣》

今日一失千古恨，

他日如何复昨日。

伤心伤心复伤心，

还望今日重拾心。

乌鸦终有飞凤时，

水蛇也会成游龙。

恨矣恨矣更恨矣，

恨我心神如游魂。

我愿化作清风，

逍遥在人间。

不愿变成厉鬼，

空于此身躯。

悔过诗的背后
妈妈回复信也写得很暖

看了儿子写的悔过诗，杨妈妈琢磨

了一整晚。怎么才能帮儿子改掉不认

真审题、爱走神的坏习惯呢？一直到凌

晨，杨妈妈决定仿照《出师表》，给儿子

写一篇古风版的建议信。这封信的名

称是《告吾儿家书》，开头是这样写的：

“今日考场，吾儿浅显易题失分，捶胸顿

足掩面大哭！进书房，见吾儿哽咽，吾

不忍，拥儿入怀！劝之，既已考勿需挂

念！只见汝诗两首，字字句句皆是悔

意。”

接下来是接连的四段“告吾儿”，用

词工整，很有气势。其中一句是：“告吾

儿，望汝知母之用意，奋起汝之学业，今

日之伤心并有意义也！乌鸦飞凤，水蛇

游龙，吾儿可成功也！”（全文可到微信公

众号“升学宝”查看）

杨妈妈透露，“写诗”这个小习惯，是

他们母子俩的共同爱好。“他喜欢写诗，

可能是受我的影响。我从高中时也喜欢

用小诗记录一些难忘的经历，坚持到现

在有20年了。对我们母子俩来说，这种

诗词就是一种日记形式。”

（沈蒙和）

中国铁路已经进入高速发展的时

代，相对比快速便捷的高铁动车，慢火车

依然有其独特优势。江西九江至湖北麻

城间的6026次列车是内地仅剩不多的慢

火车之一，途经小池口站。湖北省黄梅

县小池镇与江西九江一江之隔，九江站

至小池口站里程 14 公里，历时 12 分钟，

火车票价仅需1元人民币。

因为票价亲民，而且乘客少车厢空

间大，有足够空间容纳大箩筐和小菜篮，

故6026次列车受到小池镇菜农的青睐。

事实上，为方便当地菜农，铁路部门在小

池口这个不办理客运的小站给了这趟慢

火车两分钟的停靠时间，菜农们卖完菜

后可以乘坐列车返程。

不到中午，52 岁的余泽华菜框里的

蔬菜便所剩无几。他掏出一个红色塑料

袋，将一把零钱从罩褂口袋里掏出来，一

边数一边叠好放进塑料袋里，然后掀起

衣服，将塑料袋放在贴身的衣兜里。“好

的时候一天能卖一两百块钱，自己在家

闲着没事，虽然辛苦，还是愿意挑到这里

来卖。”没过多久，余泽华和同伴们挑着

空空的菜框向九江火车站售票处走去，

他们要买下午1点25分回小池口的火车

票，那趟车也是九江到小池口唯一的一

趟火车。

“这趟火车对我们菜农来说真是太

方便了，如果坐汽车回家，不但票钱贵得

多，而且需要一个多小时。”余泽华说道。

实惠的火车票、菜农的谈笑声，这趟

慢火车成了莱农的“专列”。列车开行十

多分钟后到达小池口站，菜农们拿着自

己的行头下车，挑着空担子，余泽华和伙

伴们通过出站口，走上回家路。 （中新）

暖新闻

■菜农们排队上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