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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德惟馨

微信的诱惑，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击和
影响着离不开微信群的人。

现在的微信群可以说是五光十色：什么
亲朋好友群、同事群、兴趣群、编辑作者群、户
外活动群等等。面对主题不一的微信群，作
为群员，无论往哪个群里发贴子之类，最好先
打开群看一下内容再发，可以避免成为“不速
之客”。不想发错贴子，关键在于点发之前，

多看两眼，确认再发。发了再看，若有误及时
点“撤回”；而点“删除”，其实就是自己“眼不
见”，贴子依然在。

我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微信，微信群星
罗棋布于我们的手机，它时时刻刻在操纵与
影响着我们。既给我们带来新鲜资讯和无所
不知的良好信息，又令我们十分讨厌一些乌
七八糟的动态图和垃圾。在守规矩的人眼
里，规矩是守群人的规则，大家有规则才可以
有秩序，发贴也要有章可循；在不守规矩的人
眼里，规矩束缚了手脚，平常发惯了的东西难
免手痒，但得“入乡随俗”，有其一，不要有其
二，杜绝三也罢。

微信群乱发非主题贴和链接，久控不力，
不是群员声讨不力，其实管控权在群主。

每看到微信群乱发贴，就有人侧面规劝；
而作为群员，再规劝，只要群主默许也等于
零。所以，有的群，规劝者一来二去，只要群
主不作为，也就不会有人再管闲事。一旦没
人“管闲事”了，就差不多群龙无首了。

看看我们每天所处的微信群现状，可以
说没有不被垃圾贴打扰的。为什么有的群能
管可控，而有的群信马由缰呢？最根本的原
因还是群主。

俗话说“建群容易守群难”，难在管控非
主题帖。群主认为无所谓了，自有旁若无人

的帖子和乱七八糟链接满天飞，让你防不胜
防。久而久之，群将不群，好帖子和好人气都
被乱七八糟的帖子和链接肢解了，分流了。

群的正常经营在群主，责无旁贷，管理员
仅仅是敲边鼓的，辅助与参谋。群主不作为，
累死管理也无用。

如今，喜欢聊天的，热衷于文字与收藏
的，谁没几个几十个甚至百余个微信群。但
可以令人真正有互动欲望的群，却少之又
少。为什么？其实，无论什么类型与主题的
微信群，众人在其中，都是依据个性、脾气、性
格等因素参与或不参与互动，因群的味口适
宜自己的程度而取舍。

我们由个体的习惯和爱好，处于潜伏在
大部分群内的动机，有时往往是出于对群主
群内管理的不屑，有时大多是出于对群内常
常光顾的某人帖子或动态图的反感，从根本
上来说，还是个性使然，难以融入群聊氛围，
等等。于是，一个微信群的成员，大部分选择
潜伏。潜伏的状态也多种多样，形形色色：有
无奈入群抹不下脸退群的，有不喜欢互动仅
仅看看而已的，有留在群内只为偷窥的，有的
总喜欢发动态图，还有专门按时出来发逆声
的……

其实，群与群主题不一样，自然有人自我
表现也不一样。一个人在A群善于互动，到

了B群可能是潜伏者；一个人在C群常控局
面，到了D群也许没有发言权……凡此种种，
也说明了一个群一个小天地，“画地为牢”成
为小圈子。

于是不同的群主，有的掌控着自己的一
亩三分地，按群主题经营得风声水起，互动的
多一些，看起来舒畅。有的群，其实就是群主
拉壮丁似地拉了一帮人以群聚众，随后就“放
羊”，肆意而为者泛滥，谁都可以不按章随便乱
发声，乱发帖，乱发链接，五花八门，乱象横生。

群之种种，人之种种。大凡难逃“人以群
分，物以类聚”。一个拙嘴笨腮的人，只要静
下心来，好好管一管自己的群，一样可以将群
经营起来，人人喜欢参与。反之，巧舌如簧者
的群主，疏忽管理，群内荒草丛生，再怎么说
也是怪不得别人。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人分三六九等，
微信群又如何不能分出个一四七等呢？一个
微信群怎么培养良好基因？

群主管控是首责，敢于管控、能够管控，
是群主赢得群员的基础。无论什么主题状态
的微信群，我们向敢于负责任的群主致敬，向
不作为的群主发辞群令。

愿我们所在的群，能够处于群主高明、我
们高兴，群内活跃、我们活动的状态。唯有如
此，群将是群，我才爱我群。

向不作为的群主发辞群令
山东青岛 王纪民

名不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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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美国电影《当幸福来敲门》，我的内心
除了感动还是感动。看了三遍，好像跟着主
人公活过了三世，我在揪心、同情、欢欣、鼓舞
的情绪中，投入地走过了三回。

影片讲述了一位濒临破产、老婆离家出
走的落魄业务员，如何刻苦耐劳地尽到单亲
的责任，奋发向上成为一名股市交易员，然后
又自己做老板，成为出色的金融投资家的励
志故事。与一般意义上的励志片不同的是，
影片中大量的亲情刻画与表现，感动和柔软
着人的内心，使这部励志电影充满了脉脉温
情，使励志的成分更容易让观众接受，避免了
励志电影坚硬、突兀和露骨的弊病。

感动来自于喜欢。这部电影的很多元
素，都在吸引着我，让我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的
喜欢。它取材于真实的故事，主人公的原型
是美国著名黑人投资专家克里斯·加纳，整个
情节基本上就是他的自传，所以，电影的真实
与接地气让我喜欢。

威尔·史密斯的表演也让我喜欢，他一改
往日擅长的喜剧动作片风格，竟然把这么一
个既有些文艺，又有些励志的男主的成功历
程诠释得这么到位，这样深入人心，不由得让
人把他与真正的克里斯·加纳傻傻分不清，甚
至已经超越了这个原型，让人喜欢他要比喜
欢原型多一些了。怪不得威尔会凭借这部片
子，获得2007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主角的
提名了。当然，小克里斯托弗的扮演者贾登·
史密斯的表演亦是让人心生欢喜，小小的年
纪，演起来真的是浑然天成、自然流畅，毫无
矫揉造作之感，或者，可以说他不是在表演，
那就是他本身，他只是在剧中生活了一把，按
照自己所理解的方式，但这种理解又是跟角
色、剧情那么地融入、熨帖，毫无违和感。

电影的名字我也好喜欢，起初看这部电

影，就是被它的名字所吸引，当幸福来敲门
——这个名字起得既文艺又温暖，还特别有
内涵，让人产生一种探究和向往的欲望。事
实证明，以貌取人也不一定会流于肤浅，至
少，《当幸福来敲门》的秀外慧中让我尝到这
种做法的甜头。

还有，它的背景音乐风格多样，抒情部分
有弦乐、钢琴，还有民谣、摇滚等，与每段情节
都配合得天衣无缝，真是直入人心。听到这
样的音乐，再配合人物当时的处境，让人忍不
住潸然泪下。影片的最高潮阶段，也就是主
人公人生最低谷的时期，父子俩在教堂接济
所里与人们合唱的那首歌《上帝，别让险峻离
开》，听后让人产生震憾与共鸣，不禁会像剧
中人那样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当然，故事情节以及它所表达的内涵更
加让人喜欢和感动，它让我们最终明白，克里
斯·加纳的成功不光是因为他精通数字，会做
人处事，最重要的是他能够坚持，永不言弃。

我最喜欢的几个片段是，克里斯·加纳在
做业务推销员时，在街上遇到了开着名跑车的
股票经纪人杰·托斯特尔，这时他风趣而羡慕
地向他问道：“老兄，请教你两个问题：你是干
什么的？你是怎么干的？”在得到了答案后，他
觉得凭借自己的素质他也可以做这一行。于
是，他就真的下决心从事股票经纪人的职业，
而且，任何艰难挫折都没能令他放弃。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加纳是一个有心
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一个想凭借自己的努
力让家人过上好日子的人。还有，当他跟自
己的儿子小克里斯托弗一块打篮球时，他对
他讲道：“别人告诉你，你成不了才，即使是我
也不行。那些一事无成的人，想告诉你，你也
成不了大器。如果你有理想的话，就要去努
力实现……”

是哦，这就是一个父亲对自己儿子的言
传身教，他能这样“侃侃而谈”，更能去用心用
意地实干，成为儿子眼中的榜样。这个瘦弱
不堪、饱经磨砺的男人，即使身陷令人窒息的
绝境，也要穷尽所有的办法，寻找一个通向梦
想的出口。

当他因交不起房租而被赶走，无家可归，
只能栖身于地铁站的厕所里过夜时，他也要
想办法跟儿子逼真地演一出“躲恐龙脱险”的
游戏，让儿子幼小的心灵不会被蒙上自卑与
伤害的阴影。可是，当他坐在厕所的地上，搂
着熟睡的儿子泪流满面的时候，我们分明又
感受到他脱去坚强、乐观伪装后的孱弱与无
奈。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另一部讲述父爱的意
大利电影《美丽人生》，里面的父子也是身陷
巨大的苦难，可父亲却一直在儿子面前努力
伪装出一副乐观向上的样子，从始至终维护
到了孩子心灵和身体的健康。

“我是这样的人，如果你问的问题我不知
道答案，我会直接告诉你‘我不知道’，但我向
你保证，我知道如何寻找答案，而且我一定会
找出答案的！”这是加纳在股票交易公司面试
时所说的一番话，让面试官觉察到了他的与
众不同。正因为他总是这样努力寻找答案，
面对再糟糕的局面都不轻言放弃，所以，才最
终追寻到了幸福。

加纳的故事告诉我们，幸福不会轻易来
敲门，它只会垂青那些不是自怨自艾，而是一
直努力在用心做的人。生活再难，也难不过
加纳所经历过的，我会这样鼓励自己。

幸福不会轻易来敲门
山东济南 刘舒月

生活中，有许多细节的美好让人感到
温暖舒心，也许只是一个字，就让人品味
不已，难以忘怀。

乘公交车，常听到自动播报声中有一
句：“上下车请当心”。我觉得通常用词是
说“请小心”。于是我查了查词典，当心和
小心都是小心、注意的意思。我又想，为
什么在车上的播报，用当心而不用小心
呢？仔细一推敲，原来当心的读音比小心
重而且响亮。我明白了，应该是为了方便
乘客听到。一字之选，为他人着想，让人
感到丝丝温馨。

公司的一位领导，不管对上级还是对
下级，说话总是很客气，常说的话里有一
个字是“请”或者“您”：请进，请大家谈谈
对目前工作的看法……您好，您最近的业
绩不错，请您帮下忙……请字当头，只一
个字，尊重别人，也令别人多一份尊重，深
受同事喜爱。

记得最初在一个文学网站的论坛里，
把自己的一篇文章贴上去，后面的许多跟
帖是一个字：顶。刚开始不明白啥意思，后
来才知道，在论坛上，回帖的人越多，帖子
的排名就越靠前，就像浮在水面上一样。
为了不让帖子沉下去，就要靠大家把它顶
上去。顶也就是支持的意思，好感动。被
人支持，觉得自己内心充满了一种力量。

几年前在一家杂志社做编辑，在编
辑、作者和读者的QQ群里，大家常这样称
呼：亲，马上截稿了，有稿子的砸过来啊。
亲，马上发稿费了。亲，我发的稿子通过
了没？亲，谢谢对杂志的厚爱，请多提建
议哦……小小的圈里，洋溢着亲情般的温
暖。现如今，亲，成了不少人见面的称呼
了。一个亲字，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
离，增添了浓浓的甜蜜。

生活中还有许多字，如：爱、善、家……
不要小瞧了这一个个字，只要你说到它、看
到它、感受它，它总会在你的心田里弥漫芬
芳，在你的心湖里荡漾悠悠情愫，让你的心
灵深受感动……不信，请你试试吧。

一个字的美好
陕西西安 刘代领

我上班经常坐的这路公交车，其实不算拥挤，到站上
下车时，常有一二个空位置，过道上站着的，也就这么五七
个人。

我注意到一个漂亮的、大约二十六七岁的女孩，她一
上车，总是找个位置站着，哪怕身边出现了空位置，她也不
去坐，任凭空着或者让其他人去坐。

而我则不同，如果有空位置，我就会坐下。当然，发现
有老弱孕病残者，我一定会起身让坐，得到别人的好评或
点赞。

那次，女孩旁边空了两个位置，我走过去坐了一个，另
一个空了一会儿，后来有人从后面过来坐了。我看了看女
孩，还真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

我找着一个机会问女孩，为什么老是站着，有位置也
不坐？

女孩反问我，你不是喜欢让座么？
我回答说，是呀，给老弱孕病残者让座，是应该的。
女孩说，我也喜欢让座。
我有些奇怪，都没看到她坐过，怎么说喜欢让座。于

是问，你给谁让过座？
女孩笑了笑，回答说，站着不坐，就不占位置，那不是

最好的让座么？可能这种方法，得不到别人的好评或点
赞，甚至有人认为我傻。

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脸上发起烫来。
女孩看了看我，又说，如果每趟公交车上，都有一些人

主动站着，留出那么几个空位置，老弱孕病残者上车，哪会
找不到位置？还需让座么？ ■本版摄影 粤梅

发自内心的让座
江西吉安 黄健生

憋闷了一天的雨，终于耐不住性子，在傍晚时分肆虐
起来。

晚饭后出去一趟，离开单元门不足百步，雨就下了起
来，只好钻进一处有遮阳棚的屋下避雨。斜对面还有一位
老妇人，紧紧地贴在墙上避雨。不一会儿，老人脱下了外
套，搭在头顶。这时，邻近店铺里跑出一个撑着雨伞的青
年女子，直向老人奔去。她跑到屋檐下说了两句什么，便
伸出一只手，牵着老人，把老人接回了自己的店里。

店铺中的女子，是做单饼生意的，我曾经买过几次。
眼前的一幕，让我陡然生出了一份敬意。这样心地善良的
人，生意和人生都会越来越红火的。

雨伞下的温情
山东济宁 张恒利

常听到一些打工者，甚至公职人员感叹，自己不过就
是一个打工者，干好分内的工作就行了。乍一听似乎很有
些道理，好像现实亦是如此，其实不然。

现代社会是一个分工协作的社会，无论你干什么工
作，每一个人都是打工者，都是在为单位、社会、他人打工，
理应干好分内的工作。但是，一个打工者若认为只要干好
分内的工作就行了，是远远不够的，还应树立起主人翁的
思想。

一项工作能否干好，一项任务能否圆满完成，是与当
事人所持态度和所处的站位分不开的。对工作中出现的
问题，能否及时发现和解决，也是与当事人作为一个打工
者，还是作为一名主人翁进入角色紧密相联的。因此，自
认“打工者”还是作为“主人翁”，对于工作和问题，就会有
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就会有着被动和主动的区别，所付出
的努力也是截然不同的，必然直接影响着问题的解决和任
务的完成。

无论一个私企的打工者，还是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
员，如果始终把自己当作主人翁，他就会热爱本职工作和
岗位，在工作中从严要求自己，努力钻研业务，不断提高本
领，圆满完成工作任务，还会时时处处为他人和社会着想，
竭尽全力，责无旁贷。

树立主人翁思想，不但会促使自己干好本职工作，为
社会和他人做出自己的贡献，也会促进自己的成长与提
高，实现人生的价值。我的一位朋友，从一个临时工，成长
为邮政储蓄银行行长的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十
七岁就到家乡的镇邮政局干临时工，当了一名投递员，用
现在的话说，是一个标准的打工者。但他把自己当作邮局
的主人，无论骄阳似火，还是风霜雨雪，都会把信件和报纸
及时准确地投递到户、到人，而且提出了许多改进工作、改
进服务的建议，大多被采纳。工作仅仅两年，成为一名光
荣的共产党员。他在以后的工作中，始终以主人翁的姿态
努力工作，先后担任镇邮局局长、邮政储蓄银行行长。

一个打工者，如果认为自己仅仅是一个打工的，他也
许能完成、胜任自己的工作，但也仅此而已。这样，他只能
是被动地完成，甚至应付自己的工作，而自己的潜能、创造
力也就不会展现，也肯定不会干骄人的业绩，更谈不上实
现自己的理想和人生价值了。

处在新时代的人们，都应当树立主人翁思想，摒弃“打
工者”思维，勇于担当，努力拼搏，就一定会积极有为，放飞
人生的梦想，展现出自身的人生价值。

打工者也是主人翁
山东枣庄 杨修元

每年都买几回甜瓜。
小时候吃瓜，是集体瓜园种的。那时候，

为了改善社员的生活，每个生产队年年都种
几亩甜瓜。除了按工分一次次分到各家各
户，就是供在附近干活的劳力解渴。小孩只
能吃队里分的瓜，不参加劳动，没有资格到瓜
园里吃瓜。

常言道，生瓜梨枣，见了就咬。孩子们天
生嘴馋，家里的瓜吃不了几天，心里总盘算着
瓜园。不让吃，就摸。摸瓜实际上就是偷，但
俺那村不叫偷，叫摸。

夏季的一天下午放了学，邻家比我大两岁
的二孩喊我到瓜园那边割草，好摸瓜吃。看瓜
人是六十多岁的王老汉，论起来我们都该叫他
老爷爷。俺俩背着粪箕子，在棉花地里割了几
把草后，就蹲在棉花棵子里，望着近在咫尺的
瓜田咽口水。王爷爷悠闲地在瓜地里转来转
去，没看见俺俩。待他到了窝棚的当儿，俺俩
几步窜过去，扭下瓜跑回棉花地趴下，迫不及
待地啃起来。那瓜没熟，不脆不甜，还有苦味。

趁王爷爷还在棚子里，俺俩背起粪箕子
跑了。过了些日子，肚里的“馋虫”又开始搅
和，又去摸过两回，都被火眼金睛的王爷爷逮
个正着。他没骂，还摘瓜让俺俩吃了个饱，但
和气而认真地交代：往后不能这样，要是叫队
长看见，我挨训你俩得挨打。

王爷爷说得很对，摸瓜得挨打，还得没收

割草的镰刀和粪箕子。我挨过一回。大概是
王爷爷教育俺俩的第二年秋天，俺几个小伙
伴摸瓜被队长发现。我与二孩等四个孩子，
为了摸瓜去另一个生产队的瓜园旁边割草，
看园的李大爷老两口正提着篮子下瓜。我们
潜伏在瓜田边上的芝麻地里，闻着香味，等他
们提着装满瓜的篮子到了棚子里，我们窜到
园里大模大样地摘起来。

“干什么的！”生产队长一声断喝，接着飞
奔过来。没等反应过来，最前边的二孩已被
踹倒，接着他的屁股就挨起鞋底来。远一点
的两个小伙伴，抱着瓜舍下割草工具撒腿朝
远处的高粱地里跑，一会儿没了踪影。我却
傻了眼，拿个瓜呆呆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队长又将我踢倒，抡鞋就扇。李大爷老两口
赶过来，李大爷在旁边添醋加油，老伴却急忙
拽住队长的胳膊求情：算了算了，都是些光腚
孩子，吓唬一下就行了……

俺几个摸瓜，都瞒着大人。那次我和二
孩挨了打，割草工具被没收，跑掉的两个孩子
的粪箕子也被没收，这就瞒不住了。回家说
了实话，娘狠狠地训了我一顿，但瞒着我爹。
她给队长认了错，说了不少好话，才把割草家
什要回来。娘嫌丢人，说你要再去摸瓜，叫你
爹揍死你。

那以后，我再也不敢摸瓜了。娘疼孩子，
分的瓜舍不得吃，让我们姊妹几个解馋，有时
赶集还买几个。但我就觉着瓜园里现摘的瓜
香甜，不摸瓜，就到瓜园里要着吃。我和二孩
隔一段时间就去俺队瓜园一回。

在瓜园，俺俩一口一个爷爷叫得很是香
甜，王爷爷赶忙摘几个，嘱咐我们快点吃完
走，别叫大人看见，更不能叫队长碰上。去园

里要瓜吃当然躲避队长，也瞒着爹娘。这样
的事办过几回，真有一回让生产队长碰上了。

大概十一岁那年，一天中午我和二孩各
背着满满一粪箕子草，又去瓜园要瓜吃。王
爷爷摘了两个透着香味的大面瓜，俺俩抱着
啃起来。那瓜又大又面，还没吃完就饱了。
咽下最后一口瓜时，王爷爷坐在小凳子上说
起了心里话：往后这瓜园你俩不能来了，说实
话你们吃几个瓜也值不了几毛钱，也算吃我
的，分瓜时我不要，可影响不好。你们来这
里，有不少看见的，队长也知道，社员们都说
我偏向着你几个，队长也说我几回了。

听了王爷爷的话，我心里甜滋滋的味道
霎时没了踪影：我们这小馋嘴给王爷爷带来
了麻烦。正想着，队长像天将下凡似的，突然
出现在窝棚内，我俩吓得僵直地立在那儿。
队长坐在凳子上点着烟吸了几口，不紧不慢
但态度冷峻地开了腔：你俩常来这里吃甜瓜，
全队的人都像你俩这样，那成什么样子？要
是这样，瓜园就不用要了！这是集体的瓜园，
不是你们家的，知道不？俺俩被队长数落得
抬不起头……没几天，爹娘就知道了，肯定是
队长告诉了他们。爹揍了我一顿，并发了狠
话：要是往后再有一回这样的事，我就揍死
你，不要你这丢人现眼的下才东西！

从那时开始，我再也没有去瓜园吃过甜
瓜……

现在回忆起来，觉着好笑。那时候的瓜
为什么又香又甜，现在却不甜了呢；那时候为
什么嘴这样馋，现在为什么啥都不稀罕了
呢！那时候除了瓜，其它果木很少；现在瓜果
齐全，只要想吃，什么都可以买到；那时候是
小小孩子，现在是老小孩子了！

挡住诱惑的时候
山东济宁 李向党

有一次我见两个调皮的孩子，把绳子
编的吊床绑在了两棵树上，正想阻止他
们，还没等开口，一位大妈的大嗓门已经
从十几层楼上传下来了——你俩快把绳
子解了，不许在树上胡闹！这一嗓子充分
说明，小区里的树牵着很多人的心呢。

那些树中有的更为幸运，被种进了城
市里为数不多的公园。公园里自然环境优
美，除了花草树木，甚至还会有一两座假山
和一湖碧水，那些刚刚到来的树一点也不
会陌生和孤独。而且它们的枝头还经常会
有飞鸟光临，这让它们分外激动，仿佛并没
有离开自己的家。公园里人总是那么多，
有时显得有些嘈杂，每棵树都可能会受到
手掌的拍打、后背的倚靠甚至各种伤害，不
过还是懂得爱护树木的人更多。我曾遇到
过一对年轻的父母，一棵接一棵地告诉他
们两三岁的孩子——这是什么树、开什么
样的花……正好身边的一棵树上筑了喜鹊
窝，孩子天真地问：“为什么喜鹊的家会在
这棵树上呢？”那位母亲随口回答：“因为它
最有爱心啊！”她这么一说，连我也不禁对
那棵树看了半晌，想感受它的爱意。

在城市里扎根的树很多，它们与我们一
起经历着城市的迅猛发展，或许它们也有很
多这样那样的感受，都被一一记进了年轮。

那些在城市扎根的树
河北保定 易州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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