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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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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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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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们投稿吧。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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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情怀
□李凤高 文/图

■青春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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哑婆婆
□颜学敏 文/图

■图片故事

哑婆婆的家就在拐弯过来山
头的路边上。我到家的时候，她正
在喂鸡， 鸡散得到处都是， 田间
里，树林里，听到哑婆婆咿咿哇哇
的叫唤，都扑哧扑哧地飞了过来。

哑婆婆是又聋又哑的。 听人
说， 三岁前的她， 是一位人见人
爱的小姑娘。 可是三岁那一年 ，
一场病 ， 一次差点误了命的艾
灸， 虽然让她捡回来一条命， 可
她却永远听不见了！ 伴随她的只
有这寂静得死一般的世界， 还有
她永远也无法表达她内心想法的
咿咿哇哇。 也许， 生命本来就是
一个奇迹， 奇迹里就要还给你太
多的酸甜苦辣， 让你用活着的命
去过一些本不该属于你的生活！

她来到村子里做媳妇的时
候， 我还很小很小。 记忆里， 她
爱笑， 特别勤快， 只是那咿咿哇
哇的说话， 让我听不懂她在说什
么， 她的比划也让我云里雾里。
最早的时候， 我们两家离得特别
近， 屋跟屋挨着的， 灶屋的门一
开， 就是她家的屋子， 中间就只
一条石板路隔着。

两家离得近， 相处久了， 慢
慢的 ， 也明白些她要表达的意
思， 比划比划也能相视一笑， 算
是都懂了彼此。 那个年月， 贫困
与饥饿时刻伴随着我们， 他们家
的人口不少， 每到青黄不接的时
候， 总是很长时间吃不上一顿米
饭。 我们家的条件比起他们家，
稍稍好一点， 有时， 我就会偷偷
地把饭菜端过去些给她， 开始的
时候， 她也是大声的咿咿哇哇表
示感谢， 我用 “嘘” 的手势告诉
她不要声张。 再后来， 只要看到
我鬼鬼祟祟地拿东西过去， 她也
就用 “嘘” 的手势跟我会意地笑
笑而不语了。 因她家的男人在村
子里出了名的懒， 田间里的活大
部分都是丢给哑婆婆去做。 父亲
有些恨他懒 ， 不心疼自己的女

人， 也不懂得顾家， 就有些限制
我们和他家交往， 可每次看见我
鬼鬼祟祟地拿东西， 他假装做别
的事当着没看见一般。

我跟哑婆婆的感情， 就是在
那样一老一少偷偷摸摸地传送食
物中建立起来的。 很多时候， 我
都喜欢跟她呆在一起， 比如同她
一起去割草， 我会倒在草地上看
书， 她就几下子帮我割一大捆草
放在我边上，还做“嘘”的动作不
让我声张。奶奶说，哑婆婆对她也
很好， 常常会偷偷把家里的鸡蛋
拿来塞给奶奶。 在奶奶生病那段
时间， 哑婆婆几乎每天都来看望
陪伴奶奶， 比划些似懂非懂的内
心话。 兴许，哑婆婆、奶奶、 我之
间扯不断的一些感情， 都在那一
个 “嘘” 的动作间， 无限延伸！

我走下山头 ， 哑婆婆看见
我 ， 又是咿咿哇哇地叫着跑过
来。 我正集中精神在拍豌豆花，
于 是 便 举 起 手 指 在 嘴 边 对 她
“嘘” 了一下， 她便安静地在一
旁看着我， 等着我。 直拍到相机
没电， 我起身发现， 她还静静地
立在边上笑咪咪地看着我。

我们又是一阵比划的 “聊
天 ”， 知道她想念远方的儿女 。
想念也只能是在心里默默的、 无
人所知的想， 就是在网络信息这
么发达的今天， 电话于她又有何
用？ 而这一张手机拍摄的照片，
也可以让她远方的儿女们也思念
一下无法用电话诉说思念的哑妈
妈！

印信旺流年
□李艳霞 文/图

过去， 几乎每人都有一枚印
章， 它是私人的姓名图章， 特定
时期， 不可或缺。 印章不仅代表
个人的有效身份， 并且具有一定
的法律效力。

印章的流传， 历史悠久， 从
周朝时就出现了 。 秦统一六国
后 ， 规定皇帝的印独称 “玺 ”，
臣民只称 “印”， 手戳就是最普
通百姓的图章。

我最早见过的印章， 是爸爸
的红色、 正方形的角质印章。 它
并非一枚普通的印章， 除了领取
工资时使用外， 还具有行政审批
效力。 那是１９５６年， 爸爸负责哈
尔滨某地方商业管理， 商品在流
通前， 需要加盖单位公章和爸爸
的印章才能出售。 当时， 我还不
知道盖在纸上的印章起什么作
用 ， 只觉得它特别好看 ， 想把
玩。 可爸爸从不许我碰， 不许我
动。 一天， 趁爸爸不留意， 我拿
着他的印章在纸上胡乱加盖， 红
红的， 煞是好看。

爸爸发现后， 把我好一顿教
训， 说印章不能随便加盖， 如果
在材料上加盖了， 是要负法律责
任的。 从此， 我明白了印章不是
玩具， 而是一个人信誉的标志，
是一个领导的职业操守。

当我走出校门， 上班的第一
天， 班组长就告诉我， 要准备一
个印章， 预备月底开支时用。 当
时订制印章并不像买卖商品那么

简单， 需要持有单位的介绍信，
证明 “印章” 名符其实， 只有手
续齐全方可制定。 拿到属于我的
印章的那一刻 ， 我别提多激动
了， 我终于也有了自己的印章，
好像一下有了归属感和被认同
感。

从此， 每月月底， 我可以在
稀疏的工资表上， 找到自己的名
字， 小心翼翼地盖上印章， 领取
４６元薪水， 然后兴高采烈地回家
孝敬爸妈。

之后的岁月， 我调转过几个
单位， 那枚印章一直跟随着我，
它见证了我薪金的变化， 见证了
我辛勤的劳动和汗水， 也见证了
我繁忙、 充实、 自信的青春。

无论生活怎么飘摇， 命运如
何多舛， 我手里的印章从没有失
去信誉 ， 没有偏离过格局 。 后
来， 人们习惯了用签字， 手印取
代印章。 渐渐地， 印章从生活中
“下岗 ” 了 。 迅速增长的工资 ，
无需印章来认领。 印章多像一位
年迈的母亲， 再也无法目睹她的
儿女们幸福和快乐的工作成果。
难 怪 有 《易 经 》 把 母 亲 比 作
“印” 一说。

现在， 仍然有一些印章在继
续使用着。 那便是官员或企业法
人代表的印章。 印章根据掌握者
权力的大小 ， 发挥着不同的作
用。 印章作用的大小， 决定了惠
及民生的程度。 当一枚枚印章加
盖在一纸文件或者材料上时， 掌
控大印和权力的人， 是否真正遵
循了国家法律 ， 遵行了职业操
守， 以良好的道德， 谨慎地行使
权力？

《易经》 把母亲比作 “印”，
就是告诉人们要善待母亲， 尊重
自己的印章， 永不辜负 “大印”
的重托……

走进孩子的
天空
□颜克存 文/图

■家庭相册

适逢周末， 我同妻子一起回
娘家。 吃过午饭， 闲来无事， 便
搬个凳子坐在院子里， 任由金色
的阳光洒满全身， 安静地享受着
日光浴。 刚上二年级的外甥小宇
从屋里跑出来， 非要拉着我同他
一起去河里抓蝌蚪， 因为执拗不
过， 只得与他一同前往。

来到门前那条绿草丰沛、 清
澈见底的小河， 小宇高兴地换上
早已准备好的凉鞋， 扑通一下跳
进了水里， 双手不断向青草深处
摸寻， 寻找蝌蚪的身影。

一只、 两只……他把捉来的
蝌蚪装进我手里的瓶子， 突然停
下身来，摇晃着脑袋问我：“姑父，
蝌蚪是哪儿来的，它生孩子吗？ ”
“它是青蛙卵孵化长出来的，长大
后会变成青蛙， 它现在生活在水
里，是因为还小，所以蝌蚪它不生
孩子， 要等长成青蛙后才会再产
卵繁殖后代。 ”我答道。

听罢我的解释， 他似乎听懂
了 ， “哦 ” 了一声 ， 又返回水
里， 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 过了
一会儿 ， 他又抬起头来问我 ：
“姑父 ， 你知道蝌蚪和鱼相比 ，
谁更聪明吗？” 先前的问题对于
我来说， 并没什么难度， 我可以
很轻松地给他准确的回答， 可这
次的问题着实让我为难， 自己作
为一名初中生物教师， 在讲台上
站了这么些年， 却从未想过这个
问题， 今天竟然被这小子给问倒
了， 一时语塞答不上来。

我回答不了他的 “怪问题”，
就试着反问他：“那你知道鱼和蝌
蚪谁聪明吗？”他倒很爽快， 异常
坚定地回答说鱼聪明， 我问他为
何， 他说因为抓蝌蚪很容易， 一
会儿就能抓好几只， 抓鱼却非常
难， 半天都抓不到一条， 就是因
为鱼聪明， 所以人才抓不到。

想想他的回答， 似乎也很有
道理， 让我一时有些脸红， 自己
作为教师这些年， 每天同他们一
起生活， 却从没真正站在他们的
角度看问题， 也从未走进他们的
内心世界。 其实孩子的天空从来
都不缺乏独立思考和创新的种
子， 只是自己没有发现而已。

半个小时过去， 瓶子里已经
有十几只蝌蚪了， 我提议带着这
些小精灵回家， 孰料小宇却坚决
不干， 说小河才是蝌蚪的家。 他
说 ， 抓蝌蚪是为了想和蝌蚪亲
近， 把它们放回水里， 是因为我
说蝌蚪是青蛙的儿子， 而青蛙是
人类的朋友， 所以不能伤害它，
更不能伤害它的小宝宝。

他的话， 让我明白了孩子的
内心始终充满着真善美， 他们有
着自己判断真善美的标准， 他们
将来的心性如何， 完全在于大人
的引导。 外甥虽然只有八岁， 却
在老师的教导下懂得了敬畏生
命， 做一个善良的人， 不禁让我
想起 《三字经》 中所载：人之初，
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本人曾非常仰慕 “大工匠”。
上世纪八十年代， 我师傅开

工资 ， 一元钞票一百张厚厚一
摞。 我们小工儿越瞅师傅越像明
星， 盼望着有朝一日也能像师傅
一样， 技高钱厚， 受人敬重。

1983年7月 ， 我18岁进入机
电科开始学徒。 光铁匠活儿一干
就是八年， 从一开始的给人递工
具、 打下手， 到掌钳独立操作，
再到带徒弟， 经历了一个相当漫
长的过程 。 常言道 ： 师傅领进
门 ， 修行在个人 。 在这一过程
中 ， 除了师傅手把手的教活引
路， 关键还得靠自己努力。 作为
一名工匠， 能够真正掌握本工种
的操作技法， 其间的酸甜苦辣，
足可以写一本书， 说都说不完。

刚一开始上手掌钳， 看人家
玩得溜， 自己手里的铁钳却根本
不听使唤， 根本翻不了个儿， 锤

头一劲儿 “啪啪” 的打， 烧红的
热铁都被砸扁了 ， 根本不成形
儿。 师傅提示： 千万别急， 越迟
疑就越跟不上节奏， 你只要大胆
地快翻快转也就好了。

可到头来练了一溜够， 我还
是上不了手， 只能看别人操作。

后来看的多了， 心情也放松
了， 忽然有一天就开窍了！ 很自
然地就能跟上节奏了。 锻造四面
体、 六面体或打圆柱体也都逐渐
适应了。

要不说， 单位培养一个工匠
真不容易 ， 首先需要的就是时
间， 这是一个漫长的适应过程 ，
熟悉了、 适应了、 用功了， 水到
渠成了， 就自然跨入师门了。

可人随命运走 ， 舟在水上
漂。 铁匠出徒了， 也当师傅带徒
弟了 ， 中途我却又改行干了电
工。

真是隔行如隔山啊， 于是又
放下身段， 重新开始学徒。 学电
工印象最深的就是师傅要求讲安
全、 讲工艺。

一个电气盘面配好了， 简直
就是一件工艺品， 既安全实用，
又美观大方， 这才是 “师傅” 干
的活。 师傅还特别要求， 设置电
路， 必须考虑日后维修方便， 决
不能只图一时省事， 将就对付 ，
不留后路 ， 那不是咱工匠干的
活！

后来， 我又当上了单位的机
电技术员， 成了单位里工匠的领
头人。 想一想， 还真是好事多磨
啊， 当初多学点还算对了。 不光
如此， 对工匠们的技术考核比武
也由我来负总责。

真没想到， 在人生的路上走
着走着， 我也成了单位里名副其
实的 “大工匠”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