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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措施》要求，要减轻青年科

技人才非科研负担。持续推进青年科

技人才减负行动。科技项目管理坚持

结果导向、简化流程，高等学校、科研

院所健全完善科研助理制度，切实落

实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相关规定，避

免在表格填报、科研经费报销等方面

层层加码，不断提升信息化服务水平，

提高办事效率。减少青年科技人才个

人科研业务之外的事务性工作，杜绝

不必要的应酬活动，保证科研岗位青

年科技人才参与非学术事务性活动每

周不超过 1 天、每周 80%以上的工作

时间用于科研学术活动，将保障青年

科技人才科研时间纳入单位考核。行

政部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原则上不得

借调一线科研人员从事非科研工作。

《若干措施》提出，要加大力度支

持青年科技人才开展国际科技交流合

作。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到国（境）外高

水平科研机构开展学习培训和合作研

究。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参加国际学术

会议，鼓励青年学术带头人发起和牵

头组织国际学术会议，提升青年科技

人才国际活跃度和影响力。

《若干措施》要求，要加大青年科

技人才生活服务保障力度。高等学校、

科研院所、国有企业结合自身实际，采

取适当方式提高职业早期青年科技人

才薪酬待遇，绩效工资和科技成果转

化收益等向作出突出贡献的青年科技

人才倾斜。各类创新主体加强对青年

科技人才的关怀爱护，保障青年科技

人才休息休假，定期组织医疗体检、心

理咨询活动，探索建立学术休假制度，

营造宽松和谐的科研文化环境。各地

要重视并创造条件帮助青年科技人才

解决子女入托入学、住房等方面的困

难。

《若干措施》强调，要加强对青年

科技人才工作的组织领导。各级党委

和政府要把青年科技人才工作作为战

略性工作，纳入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人才队伍建设总体部署，建立多元化

投入保障机制和常态化联系青年科技

人才机制，抓好政策落实，为青年科技

人才加快成长和更好发挥作用创造良

好条件。用人单位要落实培育造就拔

尖创新人才的主体责任，结合单位实

际制定具体落实举措，制定完善青年

科技人才培养计划，加强青年科技人

才专业技术培训，做到政治上充分信

任、思想上主动引导、工作上创造条

件、生活上关心照顾，全面提升青年科

技人才队伍思想政治素质和科技创新

能力。

多年前，我就读的小学基础设施极其

简陋。低矮的校舍，没有操场，校园内全是

土质地面。漫长的暑假结束后，校园里杂草

丛生，野蔓萋萋，使人不禁想到“园中何所

有？杂草青离离”的诗句。

9月1日报到，在发新书时，老师边看花

名册边交代：“某某同学，领到新书就可以

回家了，明天正式开学，记得带一把锄头来

校。”花名册上，老师早已做了细致分工，哪

些人带锄头、哪些人带铁锨，哪些人带竹

筐，还有哪些人带扁担。

全校师生“开学第一课”，就是对长错

了地方的野草展开一次“歼灭战”，要求“寸

草不留”。“歼灭战”中锄头是主要武器，大

部分同学被要求携带，我就是其中一员。

次日，各种工具被带到学校，在班级门

口错落有致地摆放，大锄小锄、竹筐荆箕、

宽窄扁担，校园成了“农具博物馆”。校长迈

着阔步，一步一米，将“荒草地”平均分隔成

几块，分配给各个班级。随后，校长召开了

新学期首次师生大会，不谈暑假作业，不谈

教学计划，只谈“根除草患”。校长强调，在

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早拿下阵地者早回家。

“战斗”开始，只见烈日下人头攒动、

烟尘滚滚，“嚓嚓”锄草声、嬉笑嘲讽声、震

地脚步声、指挥叱喝声，如万马奔腾，若骤

雨敲瓦，人声鼎沸，仿佛是抢收抢种的劳

动场面。同学们争先恐后，在“暑假你晒黑

了”“你锄草技术不如我”的争论中，各种

杂草应声倒下。老师分散在同学之中，一

边指挥战斗，一边提醒安全。一会儿工夫，

师生们满是灰尘的脸了被汗水冲成了几

条溪流，像是戏剧舞台上的小丑，滑稽而

可爱。

作为农家孩子，我们能从锄头上看出

一些“科学知识”。记得小松带来的锄头有

些生锈，不够光亮，我们就判断出他“是头

懒猪”，暑假没怎么干农活，有道是“锄头不

锄要生锈，人不学习要落后。”小松面红耳

赤，极力辩解：“我家锄头多，这把是备用

的。”

劳动中，老师只正面夸人。比如，他夸

赞小林的家风是勤俭、正直，原因是小林带

来的锄头锄面雪亮，柄把笔直、表面光滑，

给人感觉这把锄头很干练，如同他的父亲

一样。

用不了半天，杂草除去，校园内恢复了

平坦。次日放学后，我们又可以在地面上滚

铁环、抛琉璃球、跳房子等玩各种游戏了。

学校虽简陋，快乐却不限，知识更无涯，我

们用一把锄头，凿平了新学期的求学之路，

打开了通往知识宝库的大门。

儿子新学校开学时间在9月1日，虽然

要住校，但离家并不远，地铁非常方便。但

我是“如临大敌”，早就在操心了。我列了一

张长长的单子，要准备什么，必需品一样不

能少，不由自主地全方位地为儿子“服务”。

于是，我就隔三岔五地走进他房间，有时

问：“床上的小风扇要不要？”“床垫的颜色

厚度你看合适吗？”“水桶要不要带小盆子

和盖子的？”

一米八大高的儿子，伸着和腿倚在床

上看书，频繁地被我打断，无可奈何地回答

我的话。“妈，你好啰嗦，太能唠叨了，以前

我怎么没发现？”儿子一脸的忍无可忍，笑

着调侃。顿时，我愣了，有吗？好像有什么在

推动我在做这些，那么理所当然。儿子不住

家了，要嘱咐的，不放心的，怕他丢三落四

的。可明明他长大了，18 岁了，高我两个

头，一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模样。心中莫名

涌现出一股酸楚，从什么时候起，从小小的

那么一个婴孩，长成了大人的样子。这时，

在阳台摆弄花草的老公笑着说：“你妈妈

啊，以前被外婆唠叨多了，这是遗传。”话音

一落，我忽然就明白了，我在重复多年前和

母亲在一起的场景，那么熟悉的景象。

印象中，母亲唠叨的功夫是“炉火纯

青”，芝麻绿豆的事都逃不过她的火眼金

睛。放学了，我和小伙伴都会在经过小路的

溪流时玩耍一阵，溪水清澈冰凉，非常合适

打闹。我会做足功夫，卷起裤脚，脱下凉鞋，

书包放得远远的，不敢和小伙伴闹太大的

动静，只是撩起水去惊动在安逸游动的鱼，

或者用小木棍去拨动水底的石头玩……但

就算我如何在回家时尽量检查好不沾一滴

水，也会让母亲一眼看出，于是，滔滔不绝

的话灌了过来。“又玩水了，不快点回来写

作业，背书？”“真不懂事，回来早些，帮喂鸡

也好啊。”“你上次测验退步了，下次还想这

样？贪玩有饭吃？……”母亲是很能唠叨的，

并且能够推陈出新，不带花样，小小的我不

敢反驳，也不懂反驳，老实听训，当然总是

屡教不改。

母亲仿佛有说不完的话、操不完的心。

父亲出差回家的行程延迟，母亲能念叨半

天；弟弟调皮摔倒，手臂血流不止，母亲一

边擦药，一边教训半天；我用柴火煮饭，一

时不留意，把饭煮煳了，母亲心疼地说我不

知柴米贵，真是浪费；大冷天时，我为了漂

亮，坚持不穿母亲给我套上的厚厚的棉袄；

我生病了坚决不肯喝那黑乎乎的药……太

多太多的生活细节，一幕闪现在眼前，伴随

的是母亲早已远去的声音。那时的我有多

想逃离啊，觉得在“水深火热”中，有时光机

就好了，嗖地就到了未来。

等我长大了，母亲的唠叨依旧不变。回

家时，母亲喋喋不休地询问工作情况，要如

何与同事相处，与人为善；工作时，母亲电

话里叮嘱，要热了减衣，冷了添衣，别吃卫

生条件不好的烧烤……有时我忍不住提

醒：“妈，我长大了。”电话那头有短暂的停

顿，然后理直气壮地说：“长大也是我孩

子。”我沉默，说得没错，继续。

而如今，我的儿子长大成人，我活成了

母亲的模样，也变得唠叨不自知，而我自

己，也在这样的唠叨中长大。天下的母亲应

该都是如此吧，那是一种出自于本能的爱

的表达。

雨，轻轻敲打着窗玻璃，像是隔空传来

的手鼓声，带了些绵柔的味道，有时轻，有

时重，隐约中可听见雨中的风，拂窗而过。

蒙眬中，我翻了个身，在这清晨的小雨中又

迷迷糊糊睡去。

这几天，一直在家陪着父母。洗衣、做

饭，有时也陪他们下楼走走。天气有些闷

热。

天一热，就渴望雨。于这样的夏，若能

尽享“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的风光，心情自然就凉、就静、就平和下来

了。我喜欢夏天的雨，尤其是这初夏的晨，

雨在窗上敲打，风在雨中游走，窗外除了雨

声就是雨声，听不到一丝杂音，单一而纯

粹，天地一色。

我很喜欢新购的这处居所，一半靠山，

一半临城。窗外是一座大山，山不陡，沿着

山坡，铺满了一块一块的农田，一年四季总

有人在忙活，春种秋收。农田被树林隔开，

自然划归各家各户，因了这些高大的树木，

地里便充满了生机，再远些的地方，也是

山，也有很多高高矮矮的树，一直绵延到白

云深处。

雨稍小的时候，总有鸟儿的叫声穿透

进来，叫声划过窗外的天空，唧唧啾啾，咕

咕啁啁，或长或短，或者转了弯儿地抛上高

空，树林里一片繁闹，很多鸟的叫声都很熟

悉，甚至镌刻着儿时的记忆。

躺在床上，静静地听雨，让我一下子想

起老家的屋子。

每年的夏天，在我例行的假期里，我都

会在老屋待上一段时间，帮父母打柴、种

地、喂牛、侍弄小菜园子，山里的日子总是

雨晴各半，不能出工的时候，一定是下雨

了。

无论大雨小雨，老家的黄土地只要一

沾雨雾，浸得一日半天，一脚下去，鞋子就

糊弄得看不到鼻子眼睛，最要命的是踩过

的地，被太阳一晒就死板板的，特别坚硬，

所以父老乡亲但凡遇到雨天，便心安理得

地待在家里，吃饭、喝酒、睡大觉。

这样的雨天，我最喜早上窝在被子里，

透过窄窄的小木格窗，静静地听雨。雨声时

急时缓，时大时小，瓦片上偶尔一阵密集的

雨点，不用猜，那一定是有一阵山风从树林

中猛刮过来了。

“夏雨染成千树绿，莫岚散作一江烟。”

恐怕正是这样的景致。

我曾经坐在堂屋门口的躺椅上，看过

稻场坎下堂哥屋瓦上的大雨，雾气缓缓升

起，雨点砸在屋瓦上，溅起清亮亮的水花，

雨水顺着瓦沟流下来，形成一股亮晶晶的

水柱，屋檐上便像是挂了个水晶帘子。

透过我家屋檐的帘子看堂哥家屋檐的

帘子，就像是看到无数条挂在空中的白色

珍珠项链，一串串的，随风飘舞。雨小的时

候，雾气渐渐散开，一团一团地移向空中，

升腾、辗转、飘落，不一会儿就聚向山腰去

了。

这样的雨，看着、听着，别有一番韵味。

记得屋后栽着一大窝芭蕉树，清晨的

雨打在芭蕉上，滴滴答答，格外清晰入耳。

那是天下最美妙的音乐，在雨打芭蕉中，读

书、写字、聊天，或是什么也不做，就这么躺

在床上，任凭这天籁之音洗浴着自己的灵

魂世界。

很有意思的是，雨打芭蕉的时候，耳中

居然容不下另外的声音。世界单纯到只有一

种声音，平时热热闹闹的鸟叫声、鸡叫声、蛙

鸣声，一时都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但我却很

习惯在这样的清晨，好好放松放松身体，等

到天一放晴，我得继续帮父母干活去。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中间虽也时常

回到老屋，也听到夏天清晨熟悉的雨声，但

毕竟久了些，就像此时隔了玻璃的雨点，清

晰而又模糊，切近而又遥远。

我仰头望向窗外，天光已经大亮，雨声

渐渐停了，我也该起床了。

暑假期间，一到周末，两个孩子就眼巴巴地
问我：“妈妈，这周我们去哪里玩呢？”在她们的
期盼下，我精心安排了省内名胜古迹游、清凉山
水游。都是一两日的短途游，孩子们欢欣鼓舞
出发，带着疲倦而归。汗水和泪水，都抵挡不住
她们想出去玩的好奇心。

孩子天性爱玩、爱新奇，旅行刚好可以满
足。为了早点出去玩，按照她们安排的进度，两
周时间完成暑假作业。为了不赶上景区人流高
峰，四点多两人就起床，和我们一起赶路。有时
候安排活动多，一天下来两万步，孩子也坚持走
不喊累。旅行打开视野的同时，更让孩子经历
不同，看到更多可能。

有次爬山，下山的人看我们带着两个小朋
友，连连摇头：“很累的，小孩子估计上不去。”爸
爸担心老二爬不上，孩子们也犹豫起来。我鼓
励孩子：“只有自己尝试了，才知道是否能爬
上。凡事先相信，才能实现。这就是台阶而已，
咱们没有问题的。”

确实很累，但爬上山顶之后看到的景色是
最美的。下山的时候老大带头，走在山边搭建
的扶梯上，老大突然不敢走了。“看脚下，专注，
就不害怕了。”我在老大身后叮嘱。

到了山下，大家击掌庆祝。回想这一路的
经历，树立信念、专注投入，这些深刻的道理，孩
子们切身体验了一把。

旅游也可以让孩子学会发现问题、思考问
题，大人习以为常的事情，孩子却有自己的想
法。在一座戏剧主题演艺公园里，孩子很纳闷，
为什么剧场不建成漂亮的房子，而是黄色的土
墙呢？我本来想随意回答应付孩子，转念一想，
孩子的问题就是戏剧的主题啊。于是，我认真
地和孩子交流：“我是这样理解的，戏剧表现的
是根基、历史传承、土地，这些与土墙刚好契合，
你觉得呢？”孩子忽闪着大眼睛若有所思，连连
点头。

和孩子一起旅行是难得的亲子时光，孩子
们看到了风景、体验了不同，带孩子出游的大人
何尝没有收获。自驾行驶在高速路上，疲惫的
心也快乐驰骋起来。带孩子游玩必请导游讲
解，对曾经游览过的名胜古迹有了新的认识。
行走山间，和孩子一起惊喜地发现蝴蝶、蜻蜓，
一起聆听溪水唱歌、观察小鱼游泳。

陪伴你，温暖我，和孩子一起旅行真是件幸
福、开心的事。牵着孩子的手慢慢走、尽情看、
尽兴玩，让我们一起成长。

暑假天气热，比天气更热的是遍地开花的
夏令营。作为一名二胎宝妈，在饱受“神兽归
笼”带来的鸡飞狗跳一段时日之后，我果断地将
大宝送去了夏令营。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妈妈都会如我这
般，总是想把自己没有完成的遗憾义无反顾地
补给孩子，比如夏令营。当我还在上学的时候，
这是一件只有在大城市里才有的活动，而且还
得是那种特别优秀的孩子才能有机会参加的，
身在农村而又平凡的我，显然只有望洋兴叹的
份。如今当了妈妈，夏令营也不再是那么遥不
可及的事情，理所当然地给孩子报名了，一方面
可让她去营地锻炼锻炼，另一方面也让自己稍
微喘口气。

7天的时间过得并不快，我在一天天的观
察和等待中，等来了她结营仪式上的发言。我
家大宝其实是一个文静甚至内向的小孩，所以
在结营仪式上，对于她主动举手上台演讲这件
事，我是有些惊喜和意外的。然而，听着她用有
些哽咽的声音念着她写的日记，我在手机屏幕
前却是又哭又笑。

她说她在这7天的夏令营里哭了6天，白天
坐在游泳池边哭，傍晚看着晚霞哭，晚上躺在床
上背着《从军行》哭……而她一直哭的原因就是
因为看到这些好吃的和好玩的，她总是会想起
爸爸妈妈还在辛苦地工作，特别是爸爸还在外
省出差，一家人好久都没有团聚了。这一刻，我
深刻地感受到了孩子对于父母的依赖，还有爱。

夏令营结束后，我问大宝为什么会背着《从
军行》这首诗哭，是把自己当作外出征战的将军
了吗？她悄悄告诉我，因为上次和爸爸在一起
的时候，她就给爸爸背了这首诗，所以当她背这
首诗的时候，她就感觉好像还和爸爸在一起。

我忽然想起多年前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
件小事。一天，我和一个同学到了县城里新开
的一家点心店，那家店看上去就是我们高攀不
起的样子。当时，同学看着四周高档的装潢，突
然说了一句：“我以后一定要赚好多钱，让我妈
天天来这里吃东西。”那个女生平常很叛逆，并
不是老师和家长眼中的好学生，但那一刻，我觉
得她特别高大，整个人都闪闪发光的样子。

很多时候，作为家长的我们从来不曾意识
到，其实，孩子远比我们以为的更爱我们。

（上接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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唠叨，爱的表达
■ 何小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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