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贺润山

公交车是公共交通工具， 载
着成千上万的乘客来来往往， 看
似简单重复， 其实每天都有不一
样的故事发生。 而公交车里感人
的小善行也温暖着乘客， 传递到
千家万户。

有一次， 我乘坐107路无轨
电车去北桥， 途中有一位抱小孩
的妇女上车， 这时车上坐的几乎
都是一些老年人， 电车司机看到
了这种情况， 就主动热情地招呼
抱小孩的乘客， 让小孩坐在司机
驾驶室右侧的一个平板上， 车上
许多乘客看到这位女司机的举动
很感动， 其中一位坐在车靠前的
约七八十岁的老人， 还好好地赞
扬了这位好司机一番。 这件事在
别人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 可司
机的这个小小善举， 却像寒冬中
的一缕春风拂面， 分外暖人。

有一次， 我从阜永路口南乘
坐701路公交车， 中途经过四道
口， 在四道口西， 有一位行人由
北向南横穿马路， 这时公交车由
西向东行驶， 司机看到了这位行
人， 立即减速刹车， 这位行人受
到了感动， 举起手向该路司机表
示谢意， 该车车号是84476。

还有一次我和老伴去香山，
在动物园乘坐360路快车 （车号
是40027）， 一路上感到很安全 ，

这位司机到站停车很稳， 起步行
车也很稳 ， 到香山站下车的时
候， 我向这位司机表示了谢意。
可以说， 这些事虽然不大， 但在
平淡的背后蕴藏着醇厚爱意却让
人难忘。

我今年快80岁了， 在北京住
了几十年， 北京的变化非常大。
北京是首都， 不仅北京的人多车
多， 还有外埠的车和人， 我觉得
作为一位北京的公交车司机也是
不简单的 ， 公交车是社会的窗
口， 世间百态， 善恶美丑， 在这
里周而复始， 无意间也见证着时
代的进步 ， 体现着社会文明水
平。

服务群众， 本没有分内外之
别， 如果说 “分内事” 彰显着司
机和售票员们的职业操守， 那么
“分外事” 则是司机和售票员们
古道热肠 、 为民服务的集中表
现。 这些看似都是 “小事” “分
内事”， 却给人以温暖、 让人敬
佩， 因为他们将热情与细心融入
到每一个服务细节。

本着对善意的发现、 尊重和
宣传， 对好心人的铭记， 我想和
更多人分享这份感动， 表达对他
们质朴的感谢！ 所以我想在这说
一声： 北京的公交车司机和售票
员们， 你们都是好样的！

□牛润科 文／图

■工会岁月 或许在你现在和曾经的工会工作中， 有无数个细节
如同过眼云烟飘过。 但总会有一些小故事伴随着某些物
件、 某些人和某种符号留了下来。 比如一次活动、 一个
日子、 一张照片……

情真意浓的工会“互助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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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 我在国营红山机械
厂任宣传干事， 同时被选为工人
代表参加了工厂首届工代会， 抓
拍下了这个工人代表正在投票选
举 ， 工厂工会委员会的新闻镜
头。 会后， 我就被调到工具车间
负责车间分会工作。

当时， 根据厂工会的安排 ，
我在我们车间发起了建立车间分
会 “互助会” 的倡议后， 得到全
体职工的一致欢迎。 因为当时职
工工资很低， 除了一家人的生活
支出后， 月的工资所剩无几。 如
果谁家遇上突发事件 ， 那可要
“1分钱难倒英雄汉” 呀！ 由此，
每人每月拿出5元钱来， 交于车
间分会 “互助会” 集中使用， 专

门去帮助那些急需钱的职工。 没
想到这个互帮互助的群众组织，
竟然渐渐地把全车间职工的心紧
紧地连在一起。

有一次， 我们车间李师傅的
妻子突然生病， 一份甲级电报把
他 叫 回 家 。 等 李 师 傅 急 冲 冲
的走了时， 车间分会 “互助会”
就开始筹备钱了， 然后由车间党
支部书记和主管分会 “互助会”
的我 ， 带着全车间职工交纳的
300元互助金 ， 直奔李师傅家 。
就 因 为 交 不 够 住 院 押 金 绝 望
的 李 师傅 ， 他做梦也没想到 ，
车间分会 “互助会 ” 会突然出
现在他的面前， 替他交上押金，
办理了入院手续， 顿时感动得他

一摸一把泪地说： “从今往后，
我就把我这100多斤交给咱们车
间了！”

后来， 如果要是哪家有个病
了灾了的， 车间分会 “互助会”
就会带着全车间职工的温暖 、
祝福和慰问， 在第一时间里去看
望他们 ； 如果哪家操办红白喜
事， 全体互助会会员都是不请自
到， 再忙也都要停下手头的事情
去帮忙。 让车间里的每个职工的
心里都热乎乎的 ， 感觉到组织
上和同志们的温暖； 无论是遇
到什么样的天灾人祸， 总觉得在
自己的身后有工会这个坚强的靠
山， 就没有什么闯不过去的 “火
焰山” 了 。

■午报情缘

□李宝忠

现在， 每当我捧起 《劳动午
报》， 总有一种相见恨晚， 一见
如故的感觉， 从头版到16版， 我
总是逐版学习， 遇到好的文章或
图 片 ， 不 仅 会 拍 手 叫 好 ， 更
会 及 时 剪 贴 收 藏 ， 而 且 还 会
动动笔， 投个稿， 您要问我这是
为啥？ 我会轻轻告诉您， 我和午
报有缘！ 缘从何来？ 倾听我慢慢
说来。

我是1993年从事企业宣传报
道工作的。 当初， 由于我是初出
茅庐， 一切从零开始。 为了早日
入行， 我先后买书自学了有关新
闻写作方 面 的 书 籍 ， 然 而 更
多 的是通过报纸学习， 尤其是
报社的学习， 使我逐步提高了写
作水平。

更为重要的是， 我不仅有幸
先后成为了该报的通讯 员 和 特
约通讯员 ， 而且还认识了当时

任编辑、 记者老师， 这些良师益
友 在 我 的 写 作 生 涯 中 起 到 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 使我每年在各
新闻媒体年刊发新闻稿 件 100
多篇， 并连续10年获得北京城建
集团宣传报道先进个人。

然而 ， 在我事业辉煌时 期
的 2004 年 春 。 由于工作需要 ，
我到基层单位任党支部书记兼工
会主席， 并到外埠成都工作了3
年多。

这10年来， 我逐渐远离了我
钟爱的宣传报道工作， 远离了我
的很多良师益友， 远离了 《劳动
午报》， 心中总有一种莫名的落
寞……

2014年 “五一” 过后， 因工
作需要， 公司党委决定把我从成
都 调 回 北 京 ， 让 我 从 事 老 本
行———企业宣传报道工作， 并任
命我为公司新闻中心主任 。

接 到 征求意见的电话后 ，
我先是一怔， 然后毫无犹豫的答
应了， 当晚我失眠了……

重新回到宣传报道岗位上的
我， 再次翻阅报刊后我发觉， 一
切都变了。 就拿咱 《劳动午报》
来说， 原来的周二、 周三报， 已
发展到现在的一周六期； 原来的
编辑、 记者朋友， 现在大多数已
不知去向……

“10年了， 人生能有几个十
年。” 这是我不久前一位老媒体
朋友得知我回来后和我通电话的
无限感慨。

是啊， 10年， 人生能有几个
10年。

不忘老朋友， 结识新朋友 。
我 愿 在 今 后 退 休 前 的 又 一 个
10年 里 ， 与各位新老媒体朋友
和我钟爱的 《劳动午报》， 一路
同行， 不离不弃。

十年离合总归缘

□张亮亮 文/图

这张照片拍于今年7月5日，
照片中的人是我的父亲张跃明。

5月底， 我辞去酒店面点师
的工作， 整天骑个折叠式自行车
去物色烙烧饼的店址， 自行车为
我出了不少力 。 上公交 ， 下地
铁， 风里来， 雨里去， 经过一个
多月的苦苦寻找， 终于， 我在丰
台区槐房西路一工地附近找了个
店面， 开了一个烧饼店， 面对的
顾客群体全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工
兄弟 ， 我的烧饼店一开便是半
年。

在烧饼店开业之前， 付出艰
辛那是必然的， 只有一间十多平
方米的小屋， 门前全是泥土地，
而且坑坑洼洼高低不平， 小店的
旁边堆积着像小山一样的土堆，
里面夹杂着废布条破塑料袋， 就
这么一个环境， 我们要在这里干
营生。 于是， 父亲开始 “愚公移
山 ”， 午休时间还要平整土地 ，
修建下水道。 俗话说， 上阵父子
兵。 父亲曾经参加过 《对越自卫
反击战》， 或许是部队的锻炼造
就了父亲一个钢铁般的性格， 那
种艰苦耐劳的精神我是没法子比
的。 烈日炎炎下， 父亲干活从不
穿上衣， 任凭太阳的紫外线如何
照射， 也奈何不了父亲的 “铁脊
背”。 每天中午， 父亲从不午休，
为我的小店门口平地、 垫土……

照片中， 父亲正在把水池和
下水道结合在一起， 用布条和木
桩固定起来， 看到这个令我感动

的画面， 我突然想记录下来， 就
赶紧用相机拍了几张照片。

红火的生意开张一个月后，
父亲因为一点小事和我闹得不欢
而散。 那个夜晚， 父亲回家了，
推着自行车走了， 而且发誓再也
不给我帮忙了。 我也不知道是怎
么得罪了父亲。

自打那天以后， 5个多月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父亲， 也从来没
有听到过父亲的声音， 父亲从来
没有给我打过一个电话， 我也从
来没有给父亲打过一个电话， 我
不知道究竟是谁对谁错？ 似乎，
我们之间有了很大的隔阂。 关于
父亲的消息， 只是从弟弟口中得
知， 知道他在工地搞装修， 后来
又听弟弟说， 装修活儿干完了，
又到劳务市场等活去了。 冬日寒
风凛冽， 父亲已经三天没等到活
了。

5个多月了， 不曾和父亲见
一面。 前两天， 听弟弟说， 父亲
没有活干了， 买了一把磨刀石，
准备转村磨剪子， 我听了， 鼻子
一酸， 泪水差点夺眶而出。

就在冬至的前一天晚上， 止
不住的泪水终究还是模糊了我的
双眼……半年来 ， 每当想起父
亲， 就翻开这张照片看看， 照片
中的父亲 ， 请您不要太为我操
劳， 儿子已经长大， 年关将至，
儿子希望您早日归来 ， 收拾行
囊 ， 咱们一起踏上回家的征程
……

父亲，
你快回来！

■图片故事

让水滴汇成爱的海洋
———赞北京公交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