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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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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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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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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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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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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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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岁月

□王金芳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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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梦 公交情

2006年年底， 王金芳在八方达公司举办的 “安全幸福和谐” 演讲
比赛中获得第一名。 这是演讲比赛后王金芳 （左一） 与参赛的同事们
合影。

1999年初冬， 一条公交线路
在丰台区花乡最偏僻的村落羊坊
村开通。 我经过层层选拔， 从众
多报名的乡亲中脱颖而出， 并最
终以专业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被录
取， 成为一名公交车售票员。

记得当初刚从事这个行业的
时候， 我的目的很单纯， 车队与
小学校对门， 这样我既可以照顾
孩子， 还可以挣钱养家糊口。 这
一干， 就是15年。 当我感悟到，
每个公交人都在这个流动的舞台
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若把自己当
成个演员， 工作只是一种谋生的
手段， 只有把自己当成车厢的主
人， 把流动的十米车厢当成自己
的家， 才能干好工作。 从此， 我
深深地爱上了售票员这个普通的
工作岗位， 深深爱上了每一位有
缘乘坐我车的乘客。

寒来暑往， 披星戴月。 在属
于自己的人生舞台上， 我辛勤耕
耘、 竭尽所能、 尽心尽力地为乘
客服务， 把爱心传递， 让真情撒
满车厢。 8年间， 我用自己的真
情服务赢得了各级领导的认可、
同事们的尊敬、 乘客们的信任和
支持，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2007
年 ， 我被评为集团公司先进个
人 、 集团公司百名礼仪服务标

兵， 2008年， 成为迎奥运微笑服
务大使。 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
同时， 我还充分发挥自己热爱文
学、 喜欢写作的优势， 经常参加
公司各类征文演讲比赛。 在2006
年底八方达公司举办的 “安全幸
福和谐 ” 演讲比赛中获得第一
名， 并在各种征文比赛中获奖。
2008年， 八方达公司出版的一本
内部刊物 《田埂上走来的农民
工 》 收录了我的先进事迹 。 自
此， 我也完成了从一名普通售票
员到一名优秀工作者的蜕变。

2007年9月 ， 我成为了一名
服务专业管理干部。 岗位变了，
但我热爱公交、 服务乘客、 心系
一线员工的心没有改变， 而且正
是因为有了长达八年公交一线的
切身体验， 我在服务专业管理岗
位的工作干起来才更显得如鱼得
水、 游刃有余。 我把自己在售票
员岗位的先进经验变成文字、写
成心得、感受，在开司售专业会、
尤其是给新售票员培训时讲给他
们听， 这样既有文字性的专业知
识，又有生动的真实事例，既不至
于照本宣科，也不至于流于形式，
大家愿意听、吸收快、感悟深，对
大家的帮助很大。几年间，经我培
训、 鉴定的新售票员已经有好几

批走上了售票员岗位。
在我工作的967车队 ， 小到

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大到50多岁
的老司机 ， 都亲切地叫我 “芳
姐”。 更有一些售票员不仅愿意
和我亲近 ， 还经常利用工作间
隙， 通过微信、 QQ和我探讨旅
游、 美容、 教育孩子的问题。 正
是因为有了我与一线职工之间的
坦诚相待， 有了我们朋友似的管
理模式， 大家心情好、 不抱怨、
工作起来干劲足， 不知不觉中都
能以阳光健康的心态投入工作，
这样不仅为乘客提供了良好的乘
车环境， 也大大降低了投诉建议
的发生， 也为一线员工创造了良

好的工作环境。 2013年底， 我所
工作的967车队被评为全年无投
诉线路， 在集团公司开展的 “十
百千” 活动中， 967车队被评为
集团公司服务基础管理规范车
队。

16年来， 我踏踏实实一步一
个脚印地走着脚下的路， 在自己
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人生的精
彩。 每走一步， 都离不开上级领
导的关心、 培养， 离不开亲人的
搀扶、 呵护， 更离不开一线员工
对我的理解、 支持和信赖。 作为
一名公交战线上的劳动者， 我是
幸运的！ 做一辈子公交人， 也是
我无悔的选择！

上世纪70年代初期， 我刚读
初中。 那时候， 家里的物质生活
不富裕， 精神生活也十分匮乏。
好在大我三岁的姐姐初中刚毕
业， 就被学校保送到北京市少年
宫工作。 这样， 除了全家人的生
活水平比以前略有提高外， 我和
弟弟的精神生活水平也有了飞速
的发展。

姐姐到市少年宫工作后， 每
到星期日休息时， 就给我和弟弟
借书看， 但期限只有一星期。 因
此， 不管我们看没看完那本书，

到了还书之日， 都必须把书交还
给姐姐。 有时， 姐姐在单位加班
没回家， 为了借书、 还书， 我和
弟弟就要乘坐公交车往返于家和
市少年宫之间。 久而久之， 在去
往市少年宫的公交车上， 总有我
们小哥俩的身影。 更幸运的是，
有时候， 我们还能在市少年宫里
小住两日， 在那儿的图书馆里看
书。 我们不仅能在知识的海洋里
畅游， 而且还能欣赏到离此地不
远的景山风景， 去看紫禁城老佛
爷曾坐过的龙椅……那真是一种

精神享受。
在市少年宫的图书馆里， 我

们借过不少书籍， 尤以文学作品
居多： 有巴尔扎克、 福楼拜、 莫
泊桑、 契科夫、 高尔基等外国名
家的作品 ， 也有曹雪芹 、 施耐
庵、 鲁迅、 巴金、 浩然等国内名
家的作品。 那些书， 我多在放学
回家后挤时间看， 虽然看书的速
度如 “走马观花”， 但读书后的
效果却不差。

还记得刚上初一时， 我的作
文成绩很差， 常常排在班里的倒
数几名。 但数月之后， 我的作文
成绩却变成了前三名， 有些作文
还成为年级组的范文。 一开始，
老师 、 同学们对我的变化很吃
惊 。 但后来得知我的读书途径
后， 大家才如梦方醒。 自然， 我
也从取得的成绩中， 享受到读书
的快乐。

几年后， 姐姐被单位推荐上
了大学， 我也顺利地上了高中。
虽然再也不能到市少年宫里借书
看了， 但我却养成了读书的好习
惯。

现在， 人到中年的我， 除了
爱读书、 读好书外， 写作又成为
了我的爱好。 当每每看到我写的
文章见诸于报刊， 听着同事、 朋
友们的称赞时， 我的心里总有一
种说不出的快乐与自豪。

■青春岁月

这是我和老公刚认识时拍的
一张照片 。 白驹过隙 ， 时光茬
苒， 转眼间我们的婚姻已跨入第
11个年头。

老公是山东人， 刚开始与他
交往时， 我母亲是坚决不同意。
母亲总是说， 我们四川与山东隔
得太远， 他们家家境又一般， 他
本人除了在部队时学会了开车
外， 别无长处， 将来大不了就一
司机， 没什么太大的前途。 在我
的一再坚持下， 我随老公来到了
山东。

刚到异乡， 为了缓解人在异
乡的相思之苦， 老公给我开了家
超市， 并把 “总经理” 的大权授
予我。 我欣然接受， 我打心底憧
憬着美好的未来。

老公则一直在外奔波劳累 。
前几年 ， 家附近的开发区搞建
设， 老公就在一家混凝土公司开
水泥搅拌车， 工资按方算， 一趟
车只能拉12方， 起早贪黑， 通宵
加班的时候也时常有。 每当看着
他满身尘土回到家， 我的心里是
何等的煎熬？

老公一直任劳任怨， 在外忙
了一天的他， 回到家后还哄着女
儿开心， 领着女儿指着开发区新
建的高楼说： “你看， 那楼房里
的水泥墙面就是爸爸开车送去
的。” 而女儿更是骄傲地对小朋
友们说： “我爸爸是最棒的汽车
司机。” 这时我仿佛看见一片喧
闹的建筑工地上， 一个男人， 开
着混凝土车， 一车又一车来回穿
梭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 每当他
开车从店门前经过， 摇下车窗，
凝视着我们 。 这一个定格的画
面， 时刻在我的脑海里回放。

我喜欢这三尺柜台， 因为我
相信， 只有做好每一件小事， 少
让老公操心店里的事， 就是对老
公最大的支持。 仰望窗外的繁星
点点， 老公还没回到家。 结婚这
11年来， 他兑现了他的承诺， 不
会让我受一点苦， 受一点累！ 让
我和孩子一直生活无忧无虑， 我
每天感觉都是最幸福的。

这辈子
爱的就是你
□王丽娟 文/图

享受读书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