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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都有暑期， 每年的
暑期又都烙上时代的印记。
经过各个时代的人们， 留下
了哪些自己暑期生活的记
忆？ 职工的记忆中， 有的帮
助服装厂加工服装挣得新学
年的学费； 有的在贫困山区
大别山度过最后一个暑期；
有的在美国研究课题获得了
成功等等。 现在的学生与他
们的父辈相比显得轻松， 或
者到海边游玩、 或者到地道
里寻访 “红色足迹”、 或者
到夏令营里收获课堂上学不
到的知识、 或者在家里写老
师留给的各科作业。 无论怎
样， 他们的生活不一样， 收
获的东西也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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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篇】
现在留给职工的暑期已经少得可怜， 更多的是对暑期的美好记忆、 深深地留恋和无限的渴望。 但是，

在有限的美好记忆里， 留给后代的是享用不尽的精神资产。

我现在经营着一家农业专业合作社。 在合作社
里养殖着上千只鸡， 种植着几十种药物蔬菜、 上千
棵苹果树和其它树木。 可是， 在30多年前， 我就与
种植树木结了缘。 那时的结缘是迫不得已， 为了挣
学费。

也算是机缘巧合吧！ 那是在1978年， 我当时上
初三。 由于我们家里孩子多， 只有父亲一人工作，
全家九口人都指着我爸爸的工资生活。 那时我就想
自食其力， 到暑期打工挣钱交学费。 当时初中每学
期的学费是五元。 家里孩子的学费只靠我爸爸的工
资， 已经完全承受不了。

那年放暑假， 我经一个姐姐介绍到一家苗圃打
工。 当时一天的工资是1.3元。 我非常珍惜这份工
作， 任劳任怨的努力干好每一件事。 苗圃的工作非
常繁重， 经常背着树苗到山顶上栽种。 我背着装有
一百棵树苗的背篓， 挎着装有水瓶的书包， 在炎热
的夏季， 顺着羊肠小道往山上走着。 遇见大石头、
险路都要爬着过去。 有时候还要侧着、 倒着走。 因
为背上有沉重的装有树苗的背篓。 累的时候坐在石

头上擦着止不住的汗水。 有的时候累的真想放弃不
干了， 打退堂鼓。 当想到自己是在挣学费， 是能帮
助家里承担着负担， 承担着一份责任， 帮助弟弟、
妹妹上学， 买学习用品， 给身体不好的妈妈买点营
养品。 所以， 我一直坚持把树苗背上山， 种在了山
顶和山腰上。

就这样， 日出上山种树， 日落拖着疲惫的身体
下山回家， 整整一个月的打工， 我挣到了39元钱。
39元钱相当于那时一级正式工每月的工资。 当拿到
这笔钱后， 我高兴得不得了， 这是我辛勤劳动的成
果。 我也认识到了劳动创造财富的真理。 我拿到这
笔钱不但给自己交了学费， 还给弟弟、 妹妹交了学
费， 买了很多学习用品， 给妹妹买了她喜欢的粉色
发卡， 剩余的钱全部交给了妈妈 ， 让妈妈贴补家
里。

从那时起， 在我心里埋下了勤劳致富的种子，
结出了自食其力的果实。 因此， 当我面临下岗的时
候， 我毫不犹豫地砸了自己在首钢公司的铁饭碗，
走自谋生路的艰苦之路， 我成功了。

到苗圃打工挣39元钱
给自己和弟妹交学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