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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声

今天是感恩节。虽然这个“洋节”起源于美国，但感恩情怀东西相通。在我国传统
文化中，有许多关于感恩的动人故事，如“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赠人玫瑰，手
有余香”……这些箴言流传至今，被人们口口相传。在这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影响
下，中华大地涌现出很多关于感恩的动人故事。

在感恩节里，您最想感谢的人是谁？洛阳有哪些因感恩而传递的爱心故事上演？

近日，本报记者对50名市民进行了关于“感恩”话题的问卷调
查。在感恩节里，大家最想对谁说一声“感谢”？又将通过何种方式来
表达感恩之情？

在调查中，有 40 名受访者最想对父母说一声
“感谢”。家住凯旋东路 43 号院的李忠民说：“从小
到大，父母无私地养育了我，他们是最值得感恩的
人。”

“80后”的李忠民如今也已为人父。他说：“做了
父母，才懂得自己父母的艰辛。这句话一点不假！
当孩子生病时，我内心焦急；孩子进步后，我内心欢
喜……这个时候，我总能想起自己的父母，想起他们
养育我时的操劳，就更想对他们说一声‘感谢’。”

而关于感恩方式的调查中，选择排前三位的分别
是打电话、一起进餐和发短信。

“由于不在父母身边，我会在感恩节当天给他们
打个电话，问问他们需要什么，听他们唠叨一下，这
是我表达爱的方式。”毕业后来洛阳创业的陈佳雪
说，背井离乡在异地打拼，经常给父母打电话能让他
们安心，而电话中包含了陈佳雪对家的牵挂和对父
母的感恩。

在调查中，不少人也表示会倾向于用发送手机短
信来表达感恩之情。“男人嘛，很多话不好说出口。”
李忠民笑着说，通过发短信，就能把这些语言难以表
达的感情传递给父母。

在调查采访中许多人提出，感恩之情
应该是相互的。

“我们日常生活中听到最多的是感谢
父母，其实许多父母也会感谢儿女。”郑州
大学附属洛阳中心医院的护士王盼说，在
他们医院，经常会遇到母亲对刚出生的儿
女说一声“谢谢”，感谢孩子让她的生命更
加完整。

家住新区广利街的市民祝女士说，儿
子是2011年出生的，如今已经两岁半了，
带给她很多的欢乐，“看着儿子聪明伶俐，

一天天长大，这种快乐是无法比拟的。说
实话，我很感谢他，让我们的家庭更加完
整、更加幸福”。

赵小涵是开元路办事处天元社区的
一名志愿者，在一些募捐活动中，她都会
代表“需要帮助的人”向捐赠者说一声“谢
谢”。而让她记忆犹新的是，有一次，她接
受捐赠物后，一位市民反而对她说“谢
谢”。这位市民说，感谢她收集自己不用
的东西，并让它们继续为其他人服务，感
谢她为爱心的传递提供了平台。

感恩节是西方的节日，原意是为了
“感谢上天赐予人们的好收成”。其实，中
国也有自己的感恩节。

“清明节、重阳节，都是饱含着感恩之
情的节日。”我市文化学者郑贞富认为，从
城市到农村，从沿海到内地，都有清明扫
墓的习俗，这主要是对先祖、先贤、先烈的
感恩和敬仰。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对故
人的哀思和追忆，能让人们思考人生的价
值与意义。

郑贞富还表示，感恩重在敬，不仅在
西方有感恩传统，我们的祖先也懂得注重

感恩情节。传统的重阳节是九月初九，
“九九”谐音是“久久”，有长久之意，所以
常在此日祭祖与推行敬老活动。在重阳
节里，每个人都应学会感恩、懂得感恩，对
父母要做到“生时尽力，死后思念”。

“当下，年轻人热衷过洋节，其实对中
国传统的感恩文化更应该传承和创新。”
郑贞富认为，传承就是要继承其精神，创
新就是要与时代结合，对自己的父母送上
祝福，带他们一起聚餐，陪他们去旅游，都
是感恩情怀的具体实践。

本报记者 李东慧

社会和谐需要我们常怀感恩之心。在千年帝都洛阳，每天都上演
着因感恩而充满爱意的行动，上演着爱的传承和传递。让我们来聆听
关于感恩的故事吧。 “您好阿姨，我们店里可以提供免

费的午饭和开水，欢迎您去。”说这话
的，是涧西区珠江路河洛寻味饭店的
老板陈丽花，从 26 日起，她只要看到
附近有正在工作的环卫工，就会上前
发出邀请。

俗话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陈
丽花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还要说到
她的一个朋友刘女士。

“我去年 6 月开始筹备开这个店，
创业初期非常难，要不是朋友们帮助，

根本开不起来。”陈丽花说。
2012 年 7 月，为了给饭店取个好

名字，陈丽花拨通了刘女士的电话，
谁知对方一下子发来了 10 个店名供
她挑选。后来在装修时，刘女士还主
动到陈丽花的店里出谋划策、忙上忙
下。

“众人拾柴火焰高。我的店开业
之后生意一直不错，这个店应该是属
于大家的。”陈丽花的感激之情溢于
言表。

前两天，陈丽花看到了刘女士在
微信中发的环卫工在寒风中吃饭的照
片，陈丽花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
她的店门前，经常有环卫工师傅坐着
休息。“现在天渐渐冷了，很多人在温
暖的室内，而环卫工人还要在寒冷的
路上扫地，所以我就想做点什么对他
们表示感谢。”于是，只要环卫工师傅
来到她的饭店，她都免费提供热乎乎
的午饭和饮用水。

本报见习记者 苏楠

26日下午，阳光透过树叶的间隙，
稀稀疏疏洒在洛新产业集聚区老井村
里这条修好的水泥路上。74岁的村民
周明亮和一个老伙伴悠闲地在家门口
漫步，享受着温暖的午后阳光。

周明亮说，从前，这条路是一条土
路，坑洼不平，一次只能容一辆架子车
通过，一旦下雨就泥泞不堪。

今年8月，在洛新产业集聚区老井
居委会的协调下，老井村里约 15 公里
的土路被拓宽、硬化。3.5 米宽的平坦
水泥路通到家门口，出行没了阻碍，村

民十分欣喜。
其实，很多乡亲并不知道什么是感

恩节，但他们知道，这条路是老井居委
会的成员为了感恩乡亲而修的。

“二三十年前，我们这批人离开村
子到外面打拼，乡亲们一直挂念着我
们。”老井居委会主任周胜伟说，“当时
我父母还住在村里，乡亲们知道他们年
龄大，经常帮着挑水；老家盖房子的时
候，邻居们也热心过来帮忙。”

老井居委会委员孙铁良早年在外
承包工程，他说，在外面的时候，邻居中

一些老人经常会打电话过来问寒问暖，
“他们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着我们”。

周胜伟说，现在居委会的 13 名委
员，都是土生土长的老井人，并且大
多在外有过创业经历。现在，他们之
所以回到村里任职，都是怀着对乡亲
们的感恩之心，想亲手为他们办点实
事。

一年多来，老井居委会为村里的老
人、妇女、儿童过节，给村里修建了6个
文化广场，并为村里多名贫困大学生捐
资助学。 本报记者 郭秩铭

这天清晨，39岁的郭艾平匆匆将3岁的女儿送到
幼儿园后，赶忙回到家中为爱人煎药。忙完这一切，
她像往常一样打开电脑，查看并转发求助信息。

郭艾平是我市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的成员。从
2011年起，她一直活跃在我市民间公益活动第一线。

去年9月，郭艾平的爱人曲先生患上急性重型再
生障碍性贫血，住院一个多月共花费近11万元。郭艾
平卖掉了家里值钱的物品，仍然面临资金缺口。

得知热衷公益活动的郭艾平家突遭变故，不少市
民组织活动，帮她筹集善款，让热心助人的郭艾平得
到帮助。今年4月2日，由于曲先生病情反复，郭艾平
带着孩子卖绢花救夫。洛阳、商丘、周口和鹿邑四地
的市民发起募捐活动，帮助郭艾平一家渡过难关。

经过治疗，如今曲先生的病情已有所好转。在照
顾爱人的同时，郭艾平仍没有停止自己的公益事业。

“以前参与公益活动帮助别人，从没想过自己有
一天能得到大家这么多帮助。”郭艾平说，大家的帮
助，都被她细心记下，致以感谢。但不少陌生人的帮
助，让她连感谢的机会都没有。

“我会尽我所能，去帮助更多的人。”郭艾平说，感
恩的心让她在公益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

本报记者 武怡晗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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