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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潮声

□清植

我走过很多的路，遇到过很多
的人，吃过很多的苦，没有知识一
路风霜苦寒，弯弯绕绕，遭到社会
无情的鞭打。当再次捧起书本，蒙
头苦读，多年之后蓦然回首，能改
变一个人窘迫的命运，知识才是唯
一的通途。

节省贪玩的时光，多读一本
书，多学一门知识，更多的时候是
多了一门选择，多了一份改变的道
路，多了一项迎难而上的能力，而
不是被命运的洪流所裹挟，无处安
放疲惫的身躯。

学生时代的我，成绩普普通
通，学校普普通通，嘴里谈的却永
远都是宏伟的梦想。那年的我们
对未来迷惘，对现实逃避，总拿着
各种借口去搪塞自己的不努力。

说的最多的无非是“读书无用
论”——读书有什么用，某某老板
小学毕业，某某老板初中毕业，不
照样赚大钱，让那些硕士毕业的，
博士毕业的，给他们打工吗？似乎
那年的我们都有一个臆想，总结起
来无非是读书差的都是当老板的
命，开奔驰、坐宝马，读书好的都是
“996”的打工仔，过着窘迫的生活。
我们拿着那些凤毛麟角的成功案
例去搪塞，去找借口，去虚度光阴，
浪费了学生时代接触知识的大好
机会。

如今，我再去回味那段时光，
总觉得可笑之极。那些成功的案
例是改革开放的时代红利，铸就的
一批人。随着时代的越趋进步，越
来越多的成功人士都有着深厚的
知识储备，他们报着各种班，没有
因为成功放弃对知识的探求。而
那年眼光狭隘的我们只看到了“低
学历高成就”却忽视了那些人背后
付出的努力及对知识的渴望。

社会是最好的老师。毕业那
年，我们几个同学总以为凭借着自
己在学校“光鲜”的履历，找份年薪
20万的工作先锻炼锻炼自己，总不
是啥难事吧。跑了三场人才招聘
会，得到的永远是等电话通知就再
无下文的消息。那年，自尊心极强
的我们耐不过口袋空空、饥不果腹
的现实，要求一降再降。好不容易
找了份网络公司的工作，通过了面
试，原以为是谈笑风生的管理人
员，结果却是：“先生，网站建设、
B2B了解下吗？”拿着1500的工资，
喊着“要上市”“一夜暴富”诸如之
类不切实际的口号。因为没有知
识，没有选择的机会，命运在那一
刻形成了一道巨大的沟壑，一头是
优等生，一头是普通生。

所有的苦，都是当年自己不努
力学习的结果，开不了单就是饿肚
子。那年吃着泡面的我对前途感
到无比的绝望，对当年的不努力感
到无比的懊悔。学历是敲门砖，能

力是成功的阶梯，连敲门砖都没
有，又如何去攀登那些阶梯呢？再
则说，学习本就是一场修行，做一
行干一行，行行出状元，连普通的
学习都做不到，又何况去攀登那些
难之又难的高峰呢？

因缘巧合之下，后来我去了
普陀山，成了码头上普通的检票
员，日复一日做着机械的工作，一
眼就能望到退休之后的样子。那
年，初中同学们硕士毕了业，去了
投行，去了国外，去了大厂，因为
知识，他们有所选择，才有所抉
择。可以今天在腾讯，明天去阿
里，后天去华为。知识改变了他
们的命运，而我却只能窝在普陀
山这一眼望得到头的地方，胸无
点墨，没有退路，离开了这里，就
只能饿肚子了。

我不甘心命运的车轮就这样从
我身上无情的碾过，“读书无用论”
只是失败者聊以自慰的借口罢
了。知识就是这样，只要有恒心、
肯付出、不怕累，无论什么年龄，努
力和汗水总会在改变命运这条路
上绽放绚烂的果实。于是在别人
异样的眼光中，我发了疯的学习，
学写材料，学写通讯稿，学写散文，
所有能学的我都学，那年的我坚
信，命运从来不会垂青毫无准备的
人，学生时代不肯吃的苦，放弃了
有所选择的机会，不用去羡慕别
人，没有敲门砖，就自己制造敲门
砖，现在加倍的努力，总会打开命
运之门。

“机会”这个词，会在我们的人
生中出现很多次，他会改变我们许
多，而知识则是抓住这个机会的唯
一钥匙。无论是在普陀山疯狂学
写材料的岁月，还是后来吃建筑饭
后拼了命式背规范的日子，从毫无
一技之长，到文转理、理转工，受过
社会鞭策的我，从来没有因为不是
专业出来的，再拿着各种借口去搪
塞，去放弃学习的道路。材料上不
懂的翻遍了历年的讲话稿，规范与
实际不懂的，去工地，去一线缠着
别人教我。岁月不负追梦人，想要
获得别人的认可，首先要改变的是
自己，改变自己的态度，胸无点墨，
又何以立足人生，躺平躺的了一
时，却躺不了一辈子。

普普通通人家出生，经历过太
多的风霜苦寒，见过太多满嘴理
想，听过太多的命运不公，却依然
躺平的人。读书时候吃不了的苦，
选择不了的命运，窘迫的生活，社
会的经历告诉了我们一切。但我
的朋友，机会从来不吝啬那些准备
好的人，而知识则是改变命运的唯
一途径。怀才不遇只是暂时的，有
所准备，才有所选择，无论在什么
年代，什么年龄，拿起书本，用知识
去填充自己。对得起自己，不后
悔，让自己不白来这人世间一遭才
是正确的选择。

改变命运的知识
□力女

当渐凉的秋风将天空吹得更
高远，当满树的绿叶变成橙黄，当
累累硕果挂满枝头的时候，便又到
了野菊花绽放飘香的时节。

我唯独喜爱野菊花，不张扬却
激情，不掩饰却清纯。小小的单瓣
花朵即使枯死枝头也散发着极浓
郁的特殊香味，那是一种深秋特有
的凉凉的香。这种香可以直达你
的肺腑，荡涤你的浊气，让你鼻通
眼明，神清气爽。

藏在我心底有个秘密，野菊
花还有很好的医疗效果。在老家
的时候，每当头疼脑热，或是眼赤
咽疼，甚至身上起了瘙痒疖肿，祖
母就会采一把野菊花和水煮一
煮，水给孩子熏或洗，有时还让孩
子用这种苦苦的花水漱漱嘴，奇
怪的是，所有病痛往往使用一两
次就好了。

虽然我小时候不调皮，但时常

要上火，祖母总是会采集一簇野菊
花来煮水洗。一到秋天，我家总是
时不时弥漫着煮野菊花的清香。
有一年，祖母不知从哪得来一个偏
方，采摘了许许多多黄色的、白色
的野菊花，在太阳下晒干了，做了
个枕头让我枕着睡，说这样就不容
易上火了，而且可以睡得踏实。我
睡了几天，没想到效果还真好。

这是我偏偏喜爱孤傲的野菊
花的其中一个理由，更值得我爱的
是野菊花的许多感人品性。

野菊花盛开时，正是秋季，水
灵灵的灿烂。花，开在山谷里、水
塘边，开在峭壁上、岩缝间，只要有
一点可能，就有它的身影。它摇曳
多姿，享受风儿拂面掠过，点缀着
流年里的山水，焕然一新。

野菊花的美丽，与公园里观赏
的菊花截然不同，野菊花它开得自
由、随意、不拘束，缓缓地透着山地
风情，迎着寒冷，依然绿意盎然，含
情脉脉的身姿，开在满山遍野。展

现出一朵朵阳光般的笑靥，散发出
淡淡的幽香。

野菊花的品性感人，有多少的
文人墨客，游景观花，把菊魂写遍
了历代。秋风起，百花多数凋萎，
使悲秋的人们徒留遗憾。此时，野
菊花却依然清丽淡雅、傲然坚强，
展示着顽强的个性，在萧瑟的秋
天，装饰着这个世界。

我爱野菊花的千姿百态和绚
丽多彩，她与梅、兰、竹并称为花中
的“四君子”。我爱菊花凌风傲霜，
昂首怒放，我爱菊花傲霜而晚香的
品质。她不仅具有素洁高雅的外
形，还具有坚贞不屈的意志。

我赞美菊花的乐观与顽强。
不仅因为菊花淡雅、高洁，而且因
为菊花清廉、洁净而又落落大方，
深秋季节，当万物萧条，百花凋谢，
菊花却迎霜怒放，淡雅的香气，低
调而不张扬，不好高骛远，唯淡泊
而宁静，卓雅而富有品味。

菊花是坚贞高洁之花。菊花，

不像牡丹那样华丽，也不像兰花那
样名贵。但是，它傲霜抗寒，坚强
不屈，它高洁幽雅，芳香四溢。元
稹的《菊花》抒写自己的爱菊之情，
盛赞菊花的坚贞品格。“秋丛绕舍
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不是花
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

野菊长在春天，花开秋季，迎
着深秋的寒风，叶儿枯卷，而花朵
还是那样的充盈饱满，直到雪花飘
零，它也就走完了这一历程。此
刻，千万别认为它是生命的终结，
其实，它也该到了憩息的时候。待
到来年春风时，它又是绿意盎然。
这时，又见“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
山”了。

采上一簇野菊花。坐看秋
色，思绪与情调重叠，抚平了岁月
的惆怅，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彼
此相拥。把秋意写成含蓄、轻盈，
写成倾心、向往，犹如回眸一笑，
这笑意全属大自然对岁月的馈
赠。

爱上一簇野菊花

根据《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舟山市普陀区征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舟普政办〔2022〕55号）文件精神，现将普陀区征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
偿标准公告如下：

一、青苗补偿标准：被征收耕地上的青苗补偿费按市场实际价值进行补偿，不足6000元/亩的按6000元/亩予以补偿；空白地补偿最高不超过3000元/亩。
二、征地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一）生产性果园各类果木（二）零星种植果木（三）竹类（四）桑园、茶园（五）农田设施及地上附着物（六）零星种植树木（七）花卉、绿化用苗木按

舟普政办〔2022〕55号文件规定补偿。（八）农村村民住房补偿原则和标准：区人民政府根据具体区块所在区域位置房屋新旧程度、权属、性质、用途制定具体的补偿方案，并由具有
房地产评估资质的评估机构对房屋价值进行评估。（九）其他补偿原则和标准：不在上述八类的征地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各镇（街道、管委会）可根据市场实际价值或评估价格确定。

三、本标准自2022年11月1日起施行，原《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舟山市普陀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和青苗、地上附属物补偿标准调整方案的通知》（舟普政办
〔2019〕7号）同时废止。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政府
2022年10月10日

关于公布舟山市普陀区
征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公告

□胡汉杰

从小学到中学，语文老师上
课讲的总是解词释句、语法修辞、
段落大意及中心思想，很少讲到
文学，讲到语言的表情达意，我越
想越觉得枯燥乏味。写作文更使
我厌烦，诸如《我的家庭》《记暑假
（或寒假）的一件有意义的事》这
类题目，从小学到中学不知道写
过多少篇，我越写越烦，越写越没
劲。

读初中时，新来了一位教语文
的黄老师，是宁波人。第一堂作文
课，他让我们自拟题目，想写什么
就写什么，这是我从未遇到过的新
鲜事。我兴趣来了，劲儿来了，就
把过去写在小本子里的两首诗翻
出来，修改一番，抄到作文本上。

作文交上去之后，我萌生了期
盼。我以为我交上去的这两首诗
是杰出的，况且，我的作文从来没
有受过老师的表扬，更没有被当作
范文在班上宣读。因而，我心里热
乎乎的，期盼有这样一次“出头”的
机会，而且感到这机会正朝我走
来。

黄老师抱着厚厚一撂作文本
走上讲台，我的心无端地慌跳起
来，然而45分钟一晃就过去了，要
读的范文宣读了，要表扬的生动词
句表扬了，那些令人发笑的错病句
也被点出来了，可终究没提及我的
那两首诗，我心里寂寒起来。离下
课只剩几分钟时，作文本发到我手
里，我迫不及待地翻看了黄老师用

红墨水写下的评语，倒有不少好
话，而末尾却写下一句：以后要自
己独立写作。

我愈想愈不是滋味，愈觉得不
是滋味就愈不能忍受，况且，黄老
师没有给我作文打分！我觉得受
了极大的耻辱。我委屈得流下了
眼泪，脑子混混沌沌，不知所措。
好不容易挨到下课，我拿着作文本
赶到黄老师办公室门口，喊了一
声：“报告！”

获准进办公室后，我看见黄老
师正在木架子的脸盆里洗手，他偏
过头问：“什么事？”

我扬起作文本：“我想问问，您
给我的评语是什么意思？”

黄老师扔下毛巾，坐在椅子
上，点燃一支烟，说：“那意思很明
白，还用问？”

我把作文本摊在桌子上，指着
评语末尾的那句话：“这要自己独
立写作，我不明白，请您解释一
下。”

“那意思很明白，就是要自己
独立写作。”

“那……这诗不是我写的？是
抄别人的？”

“我没有这样说。”
“可您的评语是这样写的吆！”
他冷峻地瞅着我，眼里有自以

为是的得意。接着他喷出一口烟，
终于很肯定地说：“也可以这么
看。”

我急了说：“凭什么说我抄别
人的？”

他冷冷地说：“不需要凭据。”

我气得说不出话……
他悠悠然地抽着烟：“我不要

凭据可以这样说，你不可能写出这
样的诗。”

于是，我突然想到我是从农村
来的孩子，想到我粗布衣衫的丑
陋，就凭这些瞧不起我吗？就凭这
些判断我不能写出这两首诗来
吗？我火上心头，失控了，一把从
作文本上撕下这两首诗，再撕下他
用红墨水写下的评语。我要朝他
摔出去的一刹那，我看见他那震怒
得可怕的眼睛，我的心猛然一颤，
就把那些碎纸用双手一揉，塞到衣
袋里去了，然后一转身，愤愤地不
辞而别。

夜自修开始了，我摊开书本和
作业本，却做不出一道习题来，捏
着笔，盯着桌面，我不知做这些习
题还有什么用。由于这件事，期末
成绩报告单“品德评语”栏，我的等
级由原来“甲”降到“乙”。

打这以后，黄老师的语文课上，
我对于他的提问从不举手，他也不
点我的名要我回答问题，在校园里
或校外碰见时，我就远远避开。

又一次作文课，又一次自选作
文。我写下一篇《汪汪看门》的小
小说，篇幅短小，仅有一千五百来
字，取材于我们家养的一只狗的一
些事。随之又是作文讲座，黄老师
仍然没有提到我的作文，于好于劣
都没有提及，我心底里的火又死灰
复燃。作文本发下来，我翻到末尾
的评语栏，连篇的好话竟然写了满
满的一张方格稿，最后的得分栏里

有一个神采飞扬的“95”。平时作
文满分是不超过“85”的，这就是
说，我这次成绩是前所未有的！

既然有如此好的评语和“95”
的高分，为什么讲评时不提到我一
句呢？我想，他大约意识到小觑
“乡下人”的难堪了。当时，我心里
就膨胀了愉悦和报复，这下该有凭
据证明前头那场说不清的冤案了
吧？

僵局继续着。
一天，放晚学了，我做完“值日

生”工作，提着畚箕去倒垃圾，刚跨
出校门，有人拍了我的肩膀，一扬
头，是黄老师。他笑着，在我看来，
他笑得很不自然。他说：“跟我到
办公室去一下。”我心里疑虑重重，
怕又有什么麻烦了？

走出走廊，黄老师的一只胳膊
搭到我的肩上，我的心猛然一震，
慌得手足无措。那只胳膊从我的
右肩绕过脖颈，就搂住我的左肩，
这样一个超级亲昵的举动，顿然冰
释了我心头疑虑，却更使我局促不
安。

走出办公室，黄老师从他的抽
屉里取出我的作文本，告诉我，县
里要搞中学生作文比赛，每个学校
选送两篇，本校已评选出两篇，一
篇是初三同学写的议论文，另一篇
就是我的《汪汪看门》。

啊！真是喜出望外，我不知该
说什么了。

时光匆匆流逝，不知已多少
年过去了，但我却忘不了那浓厚
的宁波口音……

老师，我忘不了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