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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从遥远的故乡寄来了一封快

信。
老人家很少来信，若非有什么特别

紧要的事情？一贯笃信“无信”即平安的

我，禁不住匆匆搁下手头工作，马上拆开

看，读罢心中方才释然。
父亲识字不多，写信也是“从简”惯

了，这回倒是例外了。原来家乡小镇正

开始推广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习惯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里人头一回摊

上这样的“好事”，他们都感到无所适从。
亲戚中唯一的文化人也只是个民办教

师，对“社会保障”四个字恐怕是第一次

听说。父亲在大家一片期望声中，想到

了给我写信问问，因为在他心目中我在

省城上班应该能知道的。
父亲写道：“华儿，工作忙吧。来信

没有其它什么事情。上个月村干部对我

们说要开始实行什么养老保险，大喇叭

里也在说这件事，亲戚们坐在一起商量

来商量去也拿不定主意。隔壁三子在乡

政府做事，他们家带头交了钱，领到了小

本子。前天三子回家跟我讲了半天，要

我也去办，说是越早交钱越划得来，交得

多，到老了不能动了得的也多。乡下人

自己种田自己吃饭，能有这样的好事？

你要是有时间就给我们回封信，要真是

这样，我们听你的，也去办……”

看着父亲一笔一划的字迹，眼前仿

佛浮现出那一双双期待的眼睛。在父亲

和老家人的心目中，好像我是什么都知

道的。也许是这些年他们都被搞怕了，

先有白条，后来又是收这费那费，上面一

提交钱就心慌。也难怪，社会保障改革

对目前绝大多数人而言都是新观念、新

思想，更不要说在信息不灵，文化落后的

偏僻乡里。
我知道乡下人很质朴，恐怕不相信

现在交钱，等将来某一天坐在家里就能

拿钱的事实。我绞尽脑汁尽可能通俗地

把养老保险的内容、好处总结了一番。
我要让父亲相信这是千真万确的，现在

如果不响应政府号召将来后悔会来不及

的。我相信他们能看懂我的回信。
从邮局出来，雨后初晴的阳光正洒

在高楼、洒在车水马龙的大街，透出一派

生机。回想父亲那封信，感慨油生。中

国人总向往老有所终，老有所养，曾几何

时中国农民羡煞吃“公家饭”的城里人能

拿到退休工资，老来生活不愁。今天，改

革正在把乡下人“老有所养”的愿望变成

现实，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想到

这里，我不禁在心里为千千万万的父老

乡亲们默默祈祷，为他们能赶上这样一

个好时代而欣慰，也为我们的农村社会

保障事业顺利发展深深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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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比：一株春兰

吞与吐

我生命的两道光环

我爱查库、盘点

更爱订本式日记账

“收—付—余”三栏

日清月结，四 季入时

我拥有“冬—夏—春—秋”

这样众多

引为骄傲的伙伴

我受理凭证，力求要素齐全

依法重据，严守“五关”

我恪守原则，钱账分管

六 亲不认，办事像包公清廉

七彩人生啊，我重抹轻涂

敬业爱岗，乐于奉献

八面来风，我擦亮双眼

我骄傲—我是出纳

财会队伍极普通的一员

我，付出的是爱

而收入的

不仅仅是货币、财源

还有—人民的欢乐、幸福、笑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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