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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谈

■威利

农民工大爷的作文缘何如此动人心？

“坟头上的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就像我
的念想一样，一年年总也断不了”……近日，某
短视频平台一名博主发起了一场别出心裁的
创意写作活动，邀请大爷们来写高考同题作
文。一位在工地工作的60岁大爷抽到的题目
是《我的母亲》，他写下的这篇作文火爆网络，
已收获700万点赞。

一篇农民工大爷的临场作文，缘何如此受
热捧？真情实感，无疑是这篇作文最打动人心
之处。作者在文中用质朴无华的文字，深情追
忆自己已去世30多年的母亲：“最让我忘不了
的是吃饭，一大家子人围着桌子，母亲从来不
上桌，她就在灶台边忙活，等我们都吃完了，她

才瞅瞅锅里，剩下了，就扒拉两口……”文中出
现的多个类似情景，触动了人们内心的柔软之
处，引发了网友对母爱和亲情的诸多思考。

人间最美是真情，最是细节动人心。农民
工大爷在文中写道：“家里人多，那口烧柴火的
大铁锅死沉死沉，端上端下，真不是一般人能
干的力气活。现在想想，母亲那瘦小的身子，
哪来那么大劲儿……”寥寥数语中，一位至柔
至坚的家庭主妇形象呼之欲出。农民工大爷
将一个个尘封已久的细节串联成一幅幅立体
并富有感染力的画面，让人无不感受到母爱的
无私和伟大，引发了强烈的共情共鸣。

母亲是每个人最早的老师，她们通过言传

身教，教会我们做人做事的道理。我们的母亲
虽然很普通、很平凡，但她们始终践行着尊老
爱幼、善良朴实、勤劳坚韧、无私奉献等传统美
德。即使在艰难的生活条件下，她们依然保持
着乐观向上的态度，用汗水和行动为儿女树立
良好的榜样。

人这一生，各有不易，没有谁的日子能永
远顺风顺水。然而，不管成功还是失败，母爱
始终伴随着我们，给予我们无尽的温暖，赋予
我们在风雨洗礼中砥砺奋进的不竭动力，激励
我们担当起自己应尽的责任，无论遭遇怎样的
困难和挫折，都不放弃希望和努力。

这篇农民工大爷的临场作文之所以受热

捧，还在于映照了当下的现实：不少人写作喜
欢模仿套路，甚至依赖用AI去写作，缺乏感情
投入，作品乏善可陈。不少语文老师们担心：
AI代写作文的蔚然成风，会让语文教育失去意
义。相比之下，仅受过高中文化教育的农民工
大爷，以通俗的语言、直白的叙事撰写的临场
作文，读来令人眼前一亮，触动无数网友的心
弦。这无疑值得所有读者尤其是青年学生认
真学习借鉴。

近年来，“素人写作”成为出圈的文化现
象，来自社会基层的矿工、月嫂、快递员、外卖
员、出租车司机等，纷纷提笔记录个人生活经
历和身边人故事，展现出大千世界的众生相。

如快递员王计兵的诗集《赶时间的人》销量达
十多万册；草根作家单小花的散文《洋芋，洋
芋》获孙犁散文奖；“田埂诗人”吕玉霞的乡土
诗歌获近千万点赞……

这些鲜活的范例启示我们：为文必先为
人，为人重于为文。为人和为文都要坚定理想
信念，提升个人修养，保持定力、涵养静气，祛
除浮躁心态；还要以生活为师，力求质朴务实，
抒发真情实感，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序、言之
有情。

而这些不仅是推进语文课程改革应当倡
导的理念和做法，也是改进文风和作风，塑造
向上向善社会新风的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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