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几天整理书房， 不经意间
在书柜的角落里看到了我曾经用
过的粮本， 不由得想起过去吃商
品粮的那些日子。

1987年， 我初中毕业参加国
家统考， 被永城师范学校录取，
实现了鲤鱼跳龙门的跨越， 吃上
了 “商品粮”。 在计划经济的年
代 ， 商品粮是一个人命运的象
征 。 虽 然 我 们 国 家 “地 大 物
博”， 但那时物质还没有 “极大
丰富”， 几乎所有商品都凭票或
凭本限量供应， 所以商品粮户口
很吃香。 有商品粮户口就像高人
一等， 厂矿企业招工首先招收有
商品粮户口的， 就连年轻人找对
象也把吃商品粮作为一项重要的
条件。 谁家闺女出嫁， 如果听说
对方是“吃商品粮的”，就会感到
肃然起敬。所以，“吃商品粮”就成
了农村孩子奋斗的目标。

吃饭是人生的第一件大事 。
那时流行 “跳农门”， 有关系的
托关系， 有后门的走后门， 有钱
的买户口， 目的就是能够在吃饭
的问题上 “旱涝保收”。 没关系
没后门的就只能是教育自己的孩

子好好念书， 争取能考个学。 作
为农家孩子， 我属于后者， 凭自
己的努力考上师范， 也算是跳出
了农门。 十里八村就传开了， 亲
戚朋友都来祝贺， 说是端上了国
家的 “铁饭碗”， 一家人都感到
荣耀。

那时读师范是公费， 学费全
免， 粮食定量的标准是男生每月
32斤，女生29斤，助学金都是一样
的， 每月45元。 现在看来微不足
道， 但在那时稍微节约一点， 是
不用从家里拿钱的。 女生每月29
斤的饭票大多吃不完， 就拿到校
门口的商店换零食或日用品。 男
生一个月32斤无论如何是不够的 ，
还要从家里拿粮票贴补。 我家在
农村， 自然是没有粮票的， 好在
我舅舅当时是国家工作人员， 每
月有节余的粮票可以接济我。

为了省钱， 我和同学丁汝卿
合伙儿吃饭， 每餐俩人买一份菜，
就这样一直坚持了三年。 每月的
菜钱还不够， 就买些酱豆儿或腌
咸菜， 一定要熬到月底。 1988年
云南发生大地震 ， 为了支援灾
区， 学校把每人每月四五斤细粮

换成了粗粮。 于是， 每天的早餐
都是玉米面做的粥 ， 持续了半
年 。 那时的玉米面与现在的不
同， 都是在粮库里存放多年的老
玉米粉碎成的， 很难吃。

毕业后分配了工作， 我正式
有了粮本。 后来调动工作时， 光
把工作关系转过来还不行， 还要
把粮食关系转过来， 有了粮本才
算真正落户。 有粮本才能买到粮
食， 记得那时每次到镇上的国营
粮店买面， 都要排很长的队， 还
经常遇到有人因为插队而发生争
执。

时代在进步， 国家越来越富
强， 人民生活条件也得到了很大
改善。 商品粮的计划供应大概是
1993年取消的， 不用粮本就可以
在粮店买到大米、 白面和豆油，
不再为吃粮而发愁。

弹指之间， 粮本已经退出我
的生活二十多年。 虽然它作为计
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早就在岁月里
尘封， 但是给生活打下的烙印，
是永远也抹不掉的， 也时刻在提
醒着我： 天下最不能浪费的东西
就是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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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长军 文／图

□奚艳辉

■家庭相册

妈妈年轻时从农村考上师
范， 在50多年前， 那就是金榜题
名啊。 全公社都轰动了。 后来随
着当军人的父亲来到北京， 我们
从西城落脚、 东城入学、 南城扎
根， 也算走了半个北京城了。

妈妈在家里排行老二， 大姨
早夭， 妈妈自然当起了老大。 姥
姥去世早 ， 比她小十几岁的弟
弟， 成了她的 “孩子”。

每年12月， 老舅舅， 有时还
有舅妈， 或者小姨都会千里来送
自家养的 “笨猪” 啥的， 猪肉、
排骨、 肉鸡、 大鹅等更是铺满一
地。 每次， 妈妈都是让他们揣着
满满的红票子回去。 妈妈说， 在
姥爷临走时 ， 她拉着姥爷的手
说： “爹， 您放心吧， 我会一直
管着几个弟弟妹妹的。” 姥爷听
到妈妈的话才闭眼。 妈妈的示范
带动着我们， 我们每次也是给舅
舅他们带回满满的礼物和情意。

妈妈70多岁了， 但是坐车很
少有人给让座， 因为看着年轻，

腰板直。 我是近五十岁的人了，
妈妈和我经常会带着女人的骄娇
二气， 彼此欣赏对方的脖子， 因
为我们都没有脖子上的细纹， 一
丝都没有。 甚至妈妈的老年斑只
长在腿上， 脸上手上都为零。 前
两天妈妈的话把我逗乐了， 妈妈
说： “哪天你不忙， 我带你去买
衣服吧！ 都快五十了， 穿不了几
年了。” 我当时笑喷了， 一个七
十多的老奶奶领着近五十的闺女
去买时尚的衣服， 想着就是又甜
蜜又幸福的感觉。

实际上我有两件事一直 “记
恨” 着妈妈。 一个是一走楼梯就
扶着扶手， 因为2岁时我从佛香
阁的侧楼梯摔下来过， 据说哭得
山崩地裂， 这事被爸爸和妈妈念
叨了几十年。所以，当我在云佛山
穿上雪橇后，看着坡道，第一个反
应就是卧倒， 不然不踏实。 看着
那向下的雪道， 已经心里打颤，
至今不会滑雪， 激流勇进都是闭
眼前进。 在儿子那里成了笑柄。

第二件事就是酒窝的来源 ，
一次弟弟说我酒窝大， 妈妈说是
因为小时候在东北不听话， 从炕
上摔下来， 砸在凳子角上， 磕了
个坑， 成了后来的酒窝。 之后，
凡是有人问我酒窝， 我都认真地
说是小时候磕的， 一次无意中被
妈妈听到了 ， 她笑得直揉肚子
“谁磕的那么准啊， 那就是天生
的嘛。” 我当时就是哭笑不得的
感觉， 我的老妈， 您靠谱一点儿
成吗？ 不知道有个傻女儿， 您说
啥她信啥吗？

妈妈是家里的财务大臣， 她
总笑话我连个银行都没去过。 她
对爸爸的资金掌控极为到位， 连
附加保险工资的卡都能拿到手。
每月按时给我的生活费零花钱，
而且从来都是不眨眼， 看我需要
了， 不用我说一个字， 几万块直
接给我。 但是妈妈对自己十分严
苛， 惦记给我买衣服， 却舍不得
给自己买。 想着现在我对儿子的
心思， 估计都是从妈妈身上遗传
下来的。

妈妈再看着年轻， 也是老人
了。 至今我还记得妈妈悄悄放在
我床头的果脯、 时令水果、 各类
好吃的， 记得妈妈给我买的伊里
兰羽绒服和达芙妮靴子。 那都是
当时刚上市， 我就穿上的。 因为
妈妈爱观察与我同龄女孩的流行
打扮， 她说她的女儿就要穿最好
的。 后来妈妈知道价格给我钱，
让我自己买 ， 我就 “咪 ” 起来
了， 结果妈妈忘了给过我钱， 于
是再给， 我才不得不买。 这样的
事情不胜枚举， 所以我也攒了不
少私房钱。

亲爱的妈妈， 我多希望您永
远在我身边， 看着我长大， 看着
我变老。 我知道有妈才有家， 有
爱才有家。 亲爱的妈妈， 我多希
望有时间， 把你对我的爱回报给
您， 下辈子您做我的女儿吧， 我
一定对您特别特别好。

■工会岁月

□马仲清 文/图

2000年9月初 ， 单位工会组
织干部职工去江西参观游览， 我
们有幸登上庐山， 见识了庐山的
真面目。

我们乘坐的面包车， 沿着盘
山公路疾驶， 导游给我们讲了当
年毛泽东主席登庐山的一段野
史。 据说当年毛主席乘坐的汽车
每盘绕一圈， 往车下扔一根火柴
棍， 到了山上， 共扔出400根火
柴棍 ， 于是就有了毛主席诗词
《登庐山》 中 “跃上葱茏四百旋”
的诗句。 我静静地听着， 不由得
赋诗一首： “坐车盘旋上庐山，
伟人诗句脑海翻。 当年主席登山
路， 如今老马观庐山。”

庐山的景色非常美， 站在山
上云雾飘在身边 。 我们在五老
峰、 仙人洞、 迎客松， 以及当年
毛主席坐藤椅处留影。 听导游介
绍历代文人墨客、 政府政要不少
人都上过庐山， 并留下赞美庐山
的诗句 。 我有感写四句小诗 ：
“文人墨客登庐山， 作诗填词赞
景观。 世界文化遗产地， 回归自
然人成仙。”

庐山的夜晚漆黑一片， 夜深
时静的出奇， 一点声音都没有，
就连窗外风吹树叶的声音也听不
到， 这对睡觉喜欢静的人， 是一
种天赐的好环境。 庐山的三叠泉
非常壮观， 毛主席曾形容： “飞
流直下三千尺 ， 疑是银河落九
天。” 三叠泉瀑布从山上到山下，
分三个层次一泻千里。 我顺着又
窄又陡的台阶， 走到山下观赏美
景。 但从山下顺台阶往上走时，
脚后跟儿和膝盖疼得厉害， 无奈
坐了滑竿， 有感而发： “峡谷路
难行 ， 滑竿抬仲清 。 平生第一
次， 省力不攀登。 轿夫出大汗，
也要歇几程。 有缘来相识， 百元
送人情。” 抬滑竿的师傅们挣点
钱真不容易啊！

在庐山， 我们还参观了 “庐
山会议” 礼堂、 毛泽东主席等中
央领导人住过的别墅。

庐山的美景， 是看不够的。
翻看在庐山照的照片， 总能勾起
当年参加工会活动时发生的许多
美好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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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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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登上了庐山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每篇500

字左右，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
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为我们投稿吧。

有妈才有家

远去的商品粮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