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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故事4

孙秀芝一家出诗集感恩生活
生活本琐碎，尤其是退

休后的生活，看孙子、买菜、
做饭……很少有人能把生
活过得诗情画意。可孙秀芝
和她的家人却让诗走进了
生活，拉近了亲情。

孙秀芝祖籍东北，她这
一代的亲戚中有20个兄弟姊
妹，散居于天南海北。然而，
距离并没有隔断她们的亲
情，一大家子人每天都会在
微信群里诗情画意地谈论
生活、共话变迁……今年3
月，她们一家人出了第一本
诗集《孙氏家族诗词集》。

大姐夫帮忙渡过难关

4月30日，记者满怀好
奇走进孙秀芝的家。面对一
墙柜的书，记者翻开孙氏家
族出的第一本诗集：五言诗、
七言诗、散文诗……各个篇
章涵盖了中华文化的精神。

“五九初夏，爹爹病故家蒙
难。一时间，樑断屋塌，四壁
朝天！农家恳耕吃粮饭，劳力
无有怎种田？大姐夫难前接
重任，意决然！举家迁，三口
添；十口家，一肩担。长兄责
如父，无悔无怨。苦度个人青
壮岁，换取我等幸福圆。”70
岁的孙秀芝给记者朗诵的
第一首诗是怀念大姐夫。“我
大姐夫是我们全家的大恩
人，像父亲一样把我们养大，
帮助我们接受教育。”孙秀芝
眼中噙着泪说。

1959年，孙秀芝的父亲
去世，远在包头的大姐夫赵
锡杰把她和母亲、二姐从辽
宁接到了包头。当年，孙秀芝
10岁，二姐孙秀凤18岁。大姐
家只有一间平房，还有3个孩
子。孙秀芝一家三口的到来，
让小房子更加拥挤。大姐夫
一个人赚钱养着全家人，孙
秀凤、孙秀芝都被大姐夫安

排上了学。
孙秀芝家住在辽宁省

宽甸县一个小山沟里，那里
偏僻，女孩子很少读书，孙秀
芝的二姐十几岁才开始读
书。来到包头后，二姐看到大
姐夫一个人挣钱养家很辛
苦，就决定放弃读高中，准备
上班帮助家里，但大姐夫坚
决反对，“你不想再继续念书
可以，但是必须学技术。”大
姐夫的一句话，把孙秀凤劝
上了学习冶金技术的道路。
后来，孙秀凤进入包头冶金
研究所工作。

知识改变命运

在大姐夫的帮助下，孙
秀凤的命运有了很大的变
化。在冶金研究所，孙秀凤认
识了丈夫桂福存。桂福存是
当年的中南矿业学院的大学
生，是研究所创立时第一代
的大学生，工作一年就成为
工程师。孙秀凤和桂福存认
识一年后结婚。婚后的他们
恩爱有加。桂福存的工作需
要到各个地方进行选矿，有
时一走就是一两年，夫妻过
着聚少离多的生活。1976年
冬天，桂福存在四川冕宁选
矿时出了车祸，昏迷很久，最
终活过来，被送回包头。

孙秀芝在姐夫的资助
下，也顺利拿到了包头师
院中文系的毕业证，到建
设银行工作，后来与包头
师院中文系的教授李景泉
恋爱结婚。

因为对生活充满追
求，孙秀芝退休后开了干
洗店，“我现在最大的心愿
就是别生病，别给孩子找
麻烦，希望自己的晚年生
活能够与亲人们一直这样
相亲相爱下去。”孙秀芝
说。

家庭诗集诞生

2017年8月27日，孙氏
家族中最小的妹妹要娶儿
媳妇了。孙秀芝出资招呼老
少两辈40余人回到宽甸老家
参加婚礼。婚礼上，有天赋的
七弟孙敏即兴作诗并朗诵
了《兄弟姊妹相聚抒怀》，一
首诗让这些古稀之年的孙
氏兄妹们回忆起当年，畅谈
半个世纪离别情、相思苦。失

去的亲情回归，落下相思泪。
也就是此次的契机，让失散
多年的堂兄弟姊妹们重新团
聚。离别时，大家建立了微信
群，起名叫“姐妹帮”。她们在
群里的谈话不是家长里短的
唠叨，而是诗来诗往的问候。
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

“我们这一代的亲人有
20多人，有两个人已经去世，
现在是7个男人、13个女人。
我们按年龄排了排，我大姐

孙秀英今年90岁是老大，二
姐孙秀凤78岁是老二，我是
老六，今年70岁，最小的是个
妹妹，今年也56岁了。这个小
妹妹在北京开着一家超市，
平时很忙，但是一休息下来
便写诗。写诗成了我们这代
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一天不
写就好像有什么事情没有完
成，浑身不舒服。”孙秀芝说。

孙秀芝在一大家人中
是个活跃的人。“我看到有那
么多歌颂祖国、歌颂亲情、弘
扬家风的诗句，都是姊妹们
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如果
不记载下来，将来丢失了很
可惜，于是我建议出一本《孙
氏家族诗词集》。这样促使大
家时常动动脑、动动笔，老有
所为，老有所乐，有益情感交
流，也有益身心健康，同时也
为我们的后人做出榜样。将
来，我们的后代子孙看到这
辈祖爷祖奶们在六七十岁所
写的诗歌后，会引以为傲。”
孙秀芝向记者道出她们一大
家人写诗集的原因。

字里行间有家风

2017年国庆节这天，孙
秀芝一大家人的诗集征集活
动开始了。大家规定，诗词体
裁不限，七言诗、五言诗、散
文诗都行。活动一开始，家
人们积极投稿。为了让诗集
有质量，大家还特意从家族
中选出文化底蕴较高的5个
人作为评委，从立意到语
言，再到用词进行评分，得
分高的入选。历时5个多月
的征集，经过严格的筛选，
最终从20多人（包括各自
的丈夫或妻子）投稿的630
篇中选出360篇，诗集的后
半部分收录了家训格言警
句。“《孙氏家族诗词集》的内
容主要涵盖了我们这一代人

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对老
一辈的追忆，对家乡山水的
眷恋以及对长大后分布于祖
国各地的新生活的描写，对
党的富民政策的歌颂等。”孙
秀芝向记者介绍道。

孙秀芝告诉记者，她们
现在正计划出版第二集，因
为第一集没有经验，许多诗
还不是很满意，现在大家天
天写，水平明显有提高。针
对下一代人也有想加入第
二集投稿的意愿，孙秀芝一
大家人开会拒绝了。她们认
为，下一代要自己单独出一
本诗集，因为不同时代的人
有不同的视角与诗境，应该
各办各的风格。

记者翻开《孙氏家族诗
词集》读了几首，诗篇语言
朴实，情感真挚，字里行间
透着大山的气息和泥土的
芳香。许多诗是从她们家族
两代人的生活变化中折射
出农村从贫穷走向富裕的
巨大变化，也是老百姓精神
面貌的真实写照。

“路，指引东方大过度。
中国龙，腾飞上高速。路，筑
梦民族复兴路。十九大，绘制
路线图。路，决胜小康新征
途。中国人，昂首迈阔步”。这
是孙秀芝从电视上看到十九
大召开后写下的。“湖光秋
色田蛙，亭阁石径山花，微
风落日晚霞。儿挽爸妈，湖
畔景致如画。”这是孙秀芝看
到公园的景象写下的《天净
沙·湖畔风景》……每首诗都
透着生活的气息。

记者从孙秀芝的手机
上看到她们一大家人微信群
里热闹的聊天记录，亲情需
要交流，所谓越走动才能越
亲近也许就是这个道理，生
活是诗篇，亲情是诗篇，孙秀
芝一家用她们独特的方式诠
释了中国的传统家风。

文·摄影/本报记者 解裕涛

坐落于包头市前进道
与林荫路交叉口东50米的
29322竞彩投注网店，是全
国千百万个竞彩站中的一
个。可当你走进这家竞彩
店，你马上会耳目一新，80
平方米的店铺内有各类醒
目的竞彩投注提示展板，
随处可见绿植和休息沙
发。除此之外，硬件上更是
做到了独树一帜，超过5平
方米的超大LED显示屏，6

台高配置的电脑随时播放
着竞彩、走势图、重要体育
赛事……这都是该竞彩站
站长刘译文为了彩民们能
有更好的竞彩购彩体验而
设计的。

自2012年开业以来，
刘译文不断创新竞彩新理
念，为彩民构建优越的环
境的同时，深入了解体彩
的各项玩法和投注技巧，
还积极向其他城市的竞彩

店学习交流。他还组建了
包头市竞彩投注的微信
群，每天定时推荐号码，随
时随地为彩民们排忧解
难。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从2012年6月6日开业至
今，刘译文的竞彩店销售
业绩步步高升，开业当月
销售突破100万元，2015年
销售突破1200万元……这
些数字的背后，是刘译文

兢兢业业的努力。他的努
力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他的竞彩站获得2012年度
体育彩票销售优秀网点；
他获得2014年度全国优秀
网点业主、2015年度全国
优秀竞彩网点业主、2016
年全国优秀竞彩网店业
主……

刘译文从未放松过店
内的宣传和赛事推荐，在
日益完善的经营过程中，

他每天准时开门，夜间是
这条街最后一个关门的店
铺。 文/彩 宣

刘译文：坚持标准化的日常工作

孙秀凤与孙秀芝（右）认真读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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