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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是一双六十多岁的夫妻，朴实憨厚，退休后

专职带孙子，忙于生活，平日里我们聊天甚少。一

次，我坐电梯下楼，丈夫见电梯门开着，急匆匆跑了

上来，一边按上“户开延”，一边大声喊：“快点，快

点！”我见状，笑着问：“啥事，这么急急忙忙的？”丈夫

拿着手里的东西，说：“嗨去。”说话间，妻子拖着一个

行李架，上面放着一个音响，大步跨了进来，接过话

茬：“他的舞伴在等他呢！”话中感觉到丝丝醋意，丈

夫连忙词不达意地解释说：“我们现在生活无忧，儿

女无忧，孙子上初中了，闲暇时间就去公园唱歌，舒

心得很，这个话筒就买了900多元。”临别，丈夫满

脸笑容地对我说：“喜欢唱歌就告诉我，我们有一个

唱歌微信群。”然后，夫妻俩拖着音响，向着公园的

方向赶去。

周末，回小镇看望母亲，车停好，还要步行一段

小街，虽说生于此、长于此，但毕竟离别小镇10多年，

踏着青石板、看着马头墙，吮吸着从南河里吹来略带

淡甜的微风，此情此景，熟悉中带着陌生，每次都如

游客般细细品味。突然，临街的一户人家让我眼前

一亮，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端坐在自家门前，

他的面前放着一个三角架，架着一部手机，耳机线把

人和手机相连，右手拿着一只话筒在调试。稍顷，他

开始大声唱起来，那是一首很潮的《可可托海的牧羊

人》，他声情并茂、字正腔圆，他的身子随着音乐意

境，轻微地摇晃，脸部表情也很丰富，时而闭眼、时而

一副欲等不得的痛苦状。此刻，他全身心地进入了

自己的状态，全然没有旁人。歌罢，他高声地自言自

语：“哇，三个S（是软件给予的评价）。”幸福的笑容顷

刻写在脸上。

有了这两次对“全民K歌”的初步知晓，我讲述给

妻子听，她既新奇也有种欲试的感觉。在友人的指

导下，她在手机上下载了全民K歌APP。一打开界

面，真是清新扑面，多种演唱形式随心演唱、好友动

态不断推送、歌单应有尽有、歌房随时参与。我还发

现，在好友界面里，现实生活中看上去很严肃，甚至

不苟言笑的一些领导、同事、朋友，不少都加入了K

歌行列，许多同事工作之余，还不断地推送自己演唱

的作品，唱得那么深情、激昂、委婉、有情调，大有歌

星的范儿，令我刮目相看。有位同事在袁隆平先生

逝世的当日，还深情演唱了一首《长亭外古道边》，以

此送别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表达自己的哀

思。还有位同事在推送演唱作品《幸福不是毛毛雨》

时写道：“感谢新时代，给我们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好

日子。”“假日的我们多么愉快，朋友们一起来到郊

外，天上飘下毛毛细雨，淋湿了我的头发，滋润着大

地的胸怀。”我听着听着，猛然一怔：这不就是现实生

活的真实写照，不就是这群K歌人的共同心声！妻

子开始喜爱上唱歌了，隔三差五还来上一段。

终于，我也大胆地迈出了第一步，在母亲节的当

天，我在K歌里精心挑选了一首《母亲》，在一字一句

熟悉歌词的时候，母亲牵着我的手送我上学、我生病

时坐在床前嘘寒问暖、寒夜里坐在灯下给我缝制棉

鞋，直至今日，每次聊天仍然不停地叮嘱我们的工

作，一桩桩、一件件，如电影般一幕幕飘至脑海。我

拿起话筒，如歌如诉地表达对母亲的养育之恩，歌声

悠扬，仿佛电波发向百里之外、依然倚门望儿归的母

亲身旁。歌毕，思念犹如压在心头被突然释放般快

乐。我把这首歌发给一直陪伴在母亲身边的姐姐，

要她放给母亲听。姐姐回话说，妈妈听了，很高兴，

夸你声情并茂唱得很好。我仿佛看到了满头银发的

母亲幸福的微笑。

家乡有句俗语：“好日子唱着过。”作家林清玄也

说：“世间最美丽的表情就是微笑，如果你想天天拥

有世间最美丽的表情，那么请把开心当成一种习惯

吧。”唱歌就是一种开心，就是幸福时光的表达，在国

泰民安、物阜年丰、平安幸福的盛世，过上幸福生活

的人们，把微笑当成习惯，把幸福大声唱出来。

日前，根据《安徽省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方案》

安排，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省委党史研究院对干

部培训省情教材《红色安徽》进行了修订再版，由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

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

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

书。”“学习党的历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

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

《红色安徽》是中国共产党在安徽革命实践的生

动缩影，是百年党史的安徽篇章，也是安徽各级

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必不可少

的省情教材。

《红色安徽》全书30多万字，分六个部分讲述

了安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

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江淮大地上谱写的可歌可

泣的壮丽篇章。

“党旗飘扬”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上

发生在安徽的重大事件，展现了安徽举足轻重的

历史地位，以及安徽人民以自己的英勇奋斗、巨

大牺牲、改革探索、卓越贡献所铸就的百年辉煌。

“中流砥柱”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上

江淮大地涌现出的重要人物。他们中有中国共

产党创始人、安徽地方党组织领导人、工农运动

领袖、抗日民族英雄、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等。

“烽烟滚滚”呈现了在硝烟弥漫的革命战争年

代，在安徽这片红色热土上发生的一幕幕惊心动

魄的人民战争故事。

“红色印记”梳理了安徽有较大影响的红色遗

址遗迹，它们是安徽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

我们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

统教育提供了生动课堂。

“情满江淮”记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

主要领导人视察安徽的重要事迹。他们对安徽的

关怀和指导，成为安徽历史上光彩夺目的篇章，给

江淮儿女留下永远难忘的美好记忆。

“薪火相传”总结了安徽人民在长期的革

命、建设、改革和走向复兴的伟大事业中，铸就

的大别山精神、新四军精神、淮海战役精神、渡

江精神、淠史杭精神、王家坝精神、老区精神、小

岗精神等。这些精神是我们今天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值得我们永远传承

的红色基因。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红

色安徽》内涵丰富、底蕴深厚、品质高尚、特色鲜

明，是安徽发展进步的动力源泉，是安徽人民共有

的精神家园。《红色安徽》的修订再版发行，对于广

大党员干部学习党史，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

因，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

态，知重负重，攻坚克难，建设美好家园，将起到积

极的推动作用。

不久前，回老家看爸爸妈妈，无意中在一间空

房子里看见一架旧豆腐机，这是一件为我们家做出

了巨大贡献的机器，母亲用过的豆腐机。

晚上，我和母亲聊起了豆腐机。

母亲说，做豆腐其实也是门技术活。

头天晚上将黄豆泡好。第二天凌晨，黄豆用

石磨磨成白花花浆状豆泥，浆状豆泥经过滤，舀去

浮在上方的大量泡沫，加热煮沸。母亲一边把兑

好的石篙水倒出一条细线，一边手臂不停摇动画

圈，让石篙水和豆汁均匀接触，两汁交融处，乳黄

色豆花泛起。15分钟后，豆花成型。舀出，纱布

兜起、过滤、扎牢，放进一个四方形木匣内，上压一

块木板，再压重物上去，于是柔软松散的豆花在重

物挤压和木匣裹挟的双重加持下，挤出大量水分，

逐渐固化成一个整体。10分钟后，摘掉木匣，解

开纱布，一整块豆腐用刀划成比手掌略大的正方

形小块，放入专门装豆腐的一担桶中，便可送到客

户手中了。

是的，这架豆腐机，为我们家做出了巨大贡献。

而母亲，却是对家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那

个人。母亲生于一九四五年农历九月，一九六四

年嫁给了曾是遗腹子的父亲。父亲大母亲八岁。

二十岁那年，母亲有了她的第一个孩子，二十一岁

时她有了第二个孩子，二十三岁时有了她的第三

个孩子，二十六岁时有了她的第四个孩子。两男

两女，儿女双全，在很多人看来是很幸福的事情。

遗憾的是，母亲的第二个孩子没能长大成人，这事

一家人从不提起。

很长一段日子，我们家七口人，母亲、父亲、阿

婆、叔叔、我、大妹、小妹。那是到生产队干活挣工

分的年代，我们家三个劳动力，一个老人，三个小

孩。母亲像男人一样到地里干活，挣男人一样的

工分。出工干活之余还要种些青菜，要不然全家

就得吃野菜维生。

母亲生于贫穷的家庭，又嫁入贫穷的婆家，但

母亲却不是个斤斤计较的

小气人。那时的母亲在村

里当妇女主任，平时不管

是白天还是深夜，忙着还

是累着，有需要就给人帮

助。所以母亲在村里很受

人喜欢。不管男女老少都

愿意来找她拉家常，有的家里吵架也来请她劝和。

改革开放后，母亲说服父亲购买了磨豆腐的

设备，为乡政府及周边学校等企事业单位送当天

做的豆腐。加上父亲在村里当信用站会计有点补

贴，于是我家于一九九一年在村里就率先盖起了

砖瓦房。

这就是我能干的母亲，任劳任怨为村里、为家

庭辛苦劳作的母亲。母亲靠着自己的聪明和勤

劳，维持着这个家，让家人吃上饭、穿上衣。然而

我在很小的时候，似乎是有点怕母亲的，但我也佩

服她、尊敬她！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是个聪明人，也是个要强

的人，就是在艰难的命运面前挺起腰板挣扎前行

的人。困苦的生活把母亲磨砺成一个里里外外都

能干的人，一个遇到困境不会退缩的人，一个逐渐

蜕去女人的温柔而变得强势的人！

相比之下，父亲便成了一个没有脾气的人。

父亲是村里的信用站会计,每遇镇上赶集的日子，

父亲就要到镇上去办公，取钱给村民。晚间，便会

听到父亲熟练打算盘的声音。

今年母亲七十二岁，父亲八十岁，前些日子接

二老来县城住了十来天后，父亲闹着要回老家。

母亲说：“你爸在城里住不习惯，你们不要多想。”

便一同回乡下老家去了。

想起了父亲多年前对我说的话：“我每年到你

这住几天就行，免得别人说你不孝顺。等我老了

以后，你就接你妈跟你们同住。”

有父母的老家，那是我永远放不下的牵挂。

母亲的豆腐机
■ 湖南永州 李忠

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省委党史研究院组织编写

干部培训省情教材《红色安徽》修订发行
■ 卢昌杰

幸福唱出来
■ 安徽肥西 查鸿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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