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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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期9天的国际田联世界田
径锦标赛昨天在鸟巢落幕了 ，
很荣幸 ， 我在现场见证了这一
时刻。

田联主席迪亚克在闭幕式
上说 ： “满场热情 、 可爱的观
众， 对于运动员取得的每一次
优异成绩 ， 都用掌声和欢呼报
以热情 支 持 ， 这 尤 其 令 他 惊
喜！” 我想， 这对于热情的观众
是最好的肯定。

这届世锦赛给了我们太多
的惊喜， 男子4x100夺牌无疑是
最大的亮点 ， 仅苏炳添一人能
进百米决赛的中国队 “不可思
议” 的获得银牌 。 那正是对团

队协作和注重细节最好的诠释。
但是 ， 本届比赛给我最深刻的
感受是一个很小的 “情节 ”： 8
月29日17点35分。 9位上世纪50年
代末60年代初出生的老将站在起跑
线， 准备参加女子老将400米跑的
比赛。 全场掌声雷动 ， 为老将
们锲而不舍的精神喝彩、 感动。
枪 声 响 起 ， 紧 接 着 又 是 一
声———来自英国的运动员抢跑
了 。 全场观众安静了 ， 等待对
这位老将的处理。 判罚出场， 毫不
留情。 同时， 这名老将流下了眼
泪， 面对镜头， 面对鸟巢9万观
众， 面对亿万世界田径迷……

就是这样一个瞬间给了我很

深的感触 ， 开始我也想不通 ，
一个年近55岁的老将， 为什么不
能给一次 “机会”， 毕竟他们站在
世界田径的赛道上 ， 并不只是
为了竞技。 思考之后， 我想， 这
正是体育的魅力之一 ： 由规则
引导的公平 、 公正 。 我始终认
为 ， 体育是最尖端的教育 ， 她
即应该引导人们追求自由、 突破极
限， 同时也引导人们严守规则 ，
符合秩序。 即要更好、 更快、 更
强， 又要公平、 公正、 公开。

开幕式上迪亚克主席说 ，
体育给了年轻人极大的鼓舞 。
我想 ， 这正是给世界的未来极
大的鼓舞 。 同样 ， 在企业 ， 健
康的文体活动一定会给职工以
鼓舞。 作为一名工会文体干部，
一名职工体育的组织者， 我想，
我在今后的工作中 ， 更应该注
重规则和规程的制定 ， 用严谨
的组织和公平 、 公正的竞赛规
程， 组织更加严谨的体育活动。
只有这样才能吸引职工参与活
动 ， 才能用健康的文体活动引
导职工形成健康的企业文化 ，
才能凝聚职工建设企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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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节特稿

我读小学时， 在村子里的几
间土坯房里， 房子很破旧， 在村
南的一个苇塘边上。

那时 ， 无论是学生还是老
师， 穿着都是又土又旧。 教我们
的是个女老师， 姓任， 高中毕业
就在村里的小学教书。 任老师的
穿着跟村里人比就光鲜一点， 因
为她叔叔在城里工作， 经常给她
捎回一些城里人穿过时的衣裳。

那年初冬， 任老师脖子上忽

然围了一条红色的纱巾， 走在萧
杀的冬天里格外显眼， 格外引人
注目。 当时的农村， 乡下人是很
难围上像这样一条鲜艳纱巾的。
上课时， 同学们的注意力就时不
时离开黑板， 集中到老师围的那
条红色纱巾上， 以至于后来老师
无法集中精力讲课。

老师干脆放下课本， 给我们
讲起了纱巾和外面的世界。 老师
说， 纱巾是她叔叔送给她二十岁

的生日礼物， 老师还说自己正在
刻苦复习， 准备考进城里的学校
教书， 到时自己会有更多这样漂
亮的纱巾和衣服， 她希望同学们
也努力学习， 将来走到外面的世
界， 拥有好多乡下人没有见过的
好看好玩的东西。 老师就那么微
笑地讲着， 讲得我们对外面的世
界充满好奇和向往。

从那， 老师的红纱巾就经常
飘进我的脑海。 每回放学， 看老
师走在路上 ， 风儿吹起红色纱
巾 ， 飘出优美的线条 ， 那么的
美。

一日放学， 我打扫完卫生 ，
正准备离开， 忽然看到老师的红
纱巾落到讲台的洞子里。 我不由
自主地拿起来看着、 摩挲着： 城
里的东西真好， 又滑又软， 如果
让姐姐和母亲围上， 那得有多好

看啊！ 这时， 听到有人走来， 我
慌忙之中把纱巾塞进书包， 跑开
了。

第二天， 我早早来到学校 ，
想着把纱巾悄悄放回去， 可还是
来晚了， 已经有同学先我来到 。
我将纱巾藏在身后， 准备伺机放
回原处， 不知怎么就被同学发现
了， 跑去报告了老师。

老师并没有发火， 只是微笑
着问我， 作为一个男生为什么这
样做。 我说， 我不是偷， 只是想
拿来看看， 摸一摸城里的东西。

老师依然笑着问： 城里的东
西好吗？

见老师并没有怪罪我的意
思， 我开始大着胆子说， 城里的
东西真好 ， 我将来也要到城里
去， 买好多红纱巾， 送给母亲，
送给姐姐、 妹妹。

老师摸摸我的头： 嗯， 好样
的， 老师信你！ 所以你现在要好
好学习 ， 出息了才能走到城里
啊。

从此， 我开始刻苦学习， 老
师也对我格外关注。

一年后的秋天， 任老师真的
考进城里的中学教书了。 老师跟
我们道完别后， 专门把我叫到办
公室。 老师拿出那条红纱巾说：
按说不应该送给男生， 还是留给
你做个纪念吧， 希望你经常看看
它， 激励自己怎样学习！

后来 ， 这条红纱巾陪伴着
我， 走进中学， 走进大学， 一直
到了城里上班。 再后来， 单位几
经更换， 住房也几经更替， 没用
的东西弃掉了不少， 然而， 这条
红纱巾却一直藏在我的箱底， 成
了我最温暖的回忆……

每年的9月10日晚上， 我们
全家都会收看了央视 “寻找最美
乡村教师” 颁奖典礼， 因为老爸
曾在偏僻的农场小学执教了几十
年， 一直到退休， 期间他有几次
机会调到我们镇上的小学， 离我
们家近， 但他都把名额让给了别
人， 只是每月回一趟家， 更多的
是妈妈带着我们去看他， 给他送
一些吃的穿的， 看着那艰苦的环
境， 老妈不止一次劝老爸， 做生
意的舅舅每次遇到老爸都会要老
爸到他公司去， 老爸都摇摇头，
对大家说： “这里条件差， 留不
住老师， 我走了， 这些孩子怎么
办？” 在我的印象中， 老爸一个
人身兼数职， 教师、 义工、 厨师
……现在 ， 我们全家一起收看
“寻找最美乡村教师” 颁奖典礼，
我从这些乡村教师身上仿佛看到
了老爸的影子， 我的心中涌现无
限的感动。

记得有一年我过生日， 爸爸
答应送我一辆自行车上学， 我们
班许多同学骑自行车十分钟到
了， 而我每天走路到学校要半个
小时， 生日快到的那几天我盼呀
盼， 老爸回来了， 我兴高采烈地
去迎接， 可没见到自行车， 他只
给我买了一支钢笔， 前几天， 我
还跟同学说， 我过生日就有新自
行车了。 我生气地把笔往桌上一
扔 ， 回自己屋里去了 。 在客厅
里， 我听见妈妈数落爸爸， 你答
应孩子的事你忘了， 你不是刚发
了工资吗？ 这个家要指望你都要
喝西北风了。 那时的乡村教师工

资低得很， 妈妈在工厂做工， 舅
舅时常贴点 ， 经常给我们买东
西。 我打开门， 只见爸爸埋头抽
着烟， 对妈妈说： “这不， 前两
天班上一个学生的奶奶生病了，
她父母在外打工， 一时半会儿也
赶不回来， 我借给她家了。” 妈
妈说： “借， 借……你每年的工
资有好多都用在你学生身上了，
连给孩子买辆自行车都没钱 。”
爸爸说 ： “我下个月给他买 。”
妈妈说： “那些学生的家境都很
困难， 还是我想办法吧， 你一个
人在外多注意点身体， 免得我担
心 。” 我走出房门 ， 对爸爸说 ：
“爸， 我不要自行车了， 只要你
常回来看看我们就行了。” 我把
爸爸送给我的那支笔放在我的文
具盒里了。

这样的事情， 发生在我们家
还有很多 。 老爸是一名乡村教
师， 作为他的子女， 我能理解他
的行为 ， 我们每年一家人收看
“寻找最美乡村教师” 颁奖典礼，
我更能理解做一名乡村教师的不
易。 乡村教师实在很平凡， 他们
简房陋舍 ， 布履素衣 ， 淡饭粗
茶， 教书育人在贫穷的乡村， 无
怨无悔 ， 那教室也许是三间破
庙， 也许是断壁残垣， 可他们仍
旧坚守那史诗般深沉的讲台。 每
当老爸给我们讲他教学的一些故
事时 ， 我理解了老爸当初的选
择， 正是他给孩子们亲人般的呵
护， 在他的谆谆教诲下孩子们才
有了理想有了人生目标， 一路微
笑地在人生的征途上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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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的红纱巾

老爸是一名乡村教师

观看世锦赛，给我开展工会文体工作带来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