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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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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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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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是自己的需要

□孙晓娟 文/图

■特稿

如葱美眷
□刘东华 文/图

■家庭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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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良是慈悲
□宋千寻 文/图

■图片故事

父亲所在的工厂上世纪九十
年代改革， 精简人员， 技术低文
化低的工人都在下岗之列， 老黄
也下岗了。

老黄当初进厂也属于特殊照
顾， 文化低， 年纪偏大， 一直没
有老婆， 几年前一个精神失常的
傻女流浪到老黄门口， 老黄给了
两个馒头， 傻女就再也不走了，
赖在老黄家门口。 老黄去派出所
备了案寻找傻女的家人， 一年过
去了， 音讯全无。 后来街坊邻居
看傻女无依无靠， 老黄也是孤身
一人， 就说服老黄娶了傻女， 好
歹有了女人也算是有个家。 派出
所也无处安排傻女， 又不能放任
在街上流浪， 就同意了。 这样老
黄有了媳妇， 还有了娃。 厂里看
他困难人又老实， 就让他在门卫
室收发信件和报纸。 如今面临厂
子的改革， 只能按原则办事， 被

谈完话的老黄坐在门卫室， 脸上
蒙着报纸肩头轻颤哽咽出声。

春节将近时， 老黄敲开了我
们家的门， 父亲正和几个厂里的
徒弟研究新机器的图纸， 看见老
黄来， 大家都相互打了招呼， 老
黄吭哧了很久， 才打开提包拿出
对联挂钱， 对联是批发来的， 挂
钱是自己刻的。

当时父亲招呼几个徒弟， 大
家买些拿回去， 母亲把附近的邻
居叫了过来， 多多少少都买了一
些去， 转眼间半提包的挂钱出去
了一大半。 父亲一使眼色， 剩下
的母亲全留下了， 说要送给自己
的亲属用， 反正七大姑八大姨家
家过年都用得着， 老黄一脸感恩
地离开了。

我嘟囔着嘴埋怨父亲买这么
多干嘛 ， 咱家又没亲属在这地
方， 十年都贴不完， 而且挂钱刻

得粗糙又不好看。 父亲说： “老
黄下岗了， 家里一个傻老婆， 还
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 不到万
不得已， 他不会舍下老脸来工友
家卖这东西。 他没别的手艺， 刚
刚学会刻挂钱 ， 大家帮衬着一
点， 就算救济他们家了。 我们再
难 ， 不能和快活不下去的人计
较， 能伸手帮他们时， 就伸一下
手 ， 对我们来说虽不是举手之
劳， 可是却可以成全一个家庭，
这不是很好嘛？” 酒桌上父亲的

徒弟一个劲点头。
二十多年过去， 老黄如今在

齐齐哈尔解放门里专门经销对联
挂钱， 儿子上完大学进了外企。
三番五次地劝老黄去他那里养
老， 老黄说， “我要走了， 谁给
我的这些工友们过年送对联挂
钱， 当年要不是他们的帮助， 咱
们连年都过不去， 我就是靠着当
初那 ‘第一桶金 ’ 和工友的情
谊， 才坚持干了这行这么多年。
你知道你老父亲当年没踏进宋师
傅家之前， 挨家挨户一个都没卖
出去， 鼓起多大勇气敲开宋师傅
家的门。 拿着那钱我哭了一路，
那不是钱， 那是一份沉甸甸的感
情呀 。 每年送这点不值钱的东
西， 我心里才好过一些。”

老黄年年送的是一份深深的
情意和感恩， 上面挂着明晃晃的
温暖和故事。

最近一段时间大葱涨价， 我
住的小城一度涨到了8块钱一斤。
这情景让很多家庭主妇慌了神，
啥年月也没有过这价钱啊。 但平
日里看似可有可无的葱， 一日三
餐不可缺少， 贵贱都要常备， 我
是农民， 小院子的空地上一年四
季地留着一排葱， 对葱的涨价，
难免有点幸灾乐祸般的窃喜。

清早一出门， 遇到以前工厂
的同事老吴， 一手提着鸟笼子，
一手拎着一个塑料袋， 一棵葱，
俏生生的绿叶子从袋里翘出来。
这是老吴出来遛鸟， 顺便到市场
上买菜， 见到我一惊一乍地举着
葱让我看： “哎呦， 这一棵大葱
就卖两块钱啦。” 我发现那方便
袋他是用小拇指勾着的， 翘起如
兰花指， 配合着葱的妩媚。

觉得好笑， 以前买葱啥时候
一棵一棵地买过啊， 都是成捆地
往家扛。

葱就像生活里的家庭主妇，
平日里形影不离地生活惯了，不
到时候， 还真没人把她看做美娇
娘。

老家山东人爱吃葱， 也懂得
葱的美， 记得小时候听我婶子从
娘家回来夸她进门的侄媳妇， 拿
葱相比， 看人家小媳妇那活泼泼
的， 像棵青葱； 再看人家的那皮
肤， 剥净了的葱白似的； 还有那
小手纤纤， 十指如葱。

一个女人， 嫁了人， 就算是
和葱较上劲了。

如果这女子嫁的不好， 就会
被人讽刺 ， “你觉得自己像棵
葱， 人家没拿你炝锅。”

炝锅， 是葱的本分， 切成葱
花， 在热油锅里翻炒， 葱油的味
道， 把小日子渲染得有滋有味。

以前在我老家， 乡下男人从
事重体力劳动 ， 主食大多是煎
饼， 或者烙大饼， 这种主食最经
典的搭配是卷大葱。 谁家老婆煎
饼摊得好， 大饼烙得好， 算是做
女人成功了一半， 另一半则是会
调理男人的生活， 剥净了的大葱
整棵的用煎饼卷起来，咬一口，那
大葱向下滑一下， 让人口中有葱
的清香、热辣，又不能囫囵着吞到
肚里， 一棵葱能引着人多吃下好
几张煎饼。煎饼卷大葱，同样是贫
贱生活里的一种患难与共， 但却
养了山东大汉的一副好肠胃。

葱虽美 ， 似乎缺少了几分
“文艺范儿 ”， 是更趋于生活化
的， 就像当年被夸为葱白般漂亮
白净的女子， 嫁做人妇， 在青葱
的岁月里一直陪着你 ， 栉风沐
雨， 甘苦与共， 一日日苍老了容
颜， 让人想起 《牡丹亭》 里的那
句唱词 ， “如花美眷 ， 似水流
年”， 看看自己的老妻， 不仅感
叹， “呀， 这如葱的美眷， 似水
的流年啊———”

以前， 我不怎么读书， 每天
都被五光十色的人和物吸引着，
各种新鲜的事物诱惑着。 有人劝
我读书时， 我都笑答： 六根不清
静， 不读。

直到有一天， 我的母亲病倒
了。 母亲的生命原本仿佛是一阕
没有休止符的音乐， 于我， 是那
么美， 那么漫不经心， 只要畅意
去聆听、 拥有就足够。 而现在，
母亲病倒了， 人的生命究竟是脆
弱的还是坚韧的？ 当这个深刻的
命题掷在我面前时， 我是多么得
渺小无力， 不敢面对又不能不审

慎地看待它。 一直浮躁不安的心
在那一刻静了下来 ， 我开始思
考： 如果说时间就是生命， 我该
如何将时间拉长？

从那时起，我开始读书，没了
上学时的负担感、 为应付老师和
考试才去阅读的被动，更没了“书
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的追求， 而是如饥似渴地在书中
追寻 “以前我从没想过而现在根
本停不下来想的问题”的答案。有
人说阅读使人有机会从较远处看
时间。而我在历史、未来、现实、虚
空中来回穿梭， 去发现自己生活

中还会有什么可能性， 潜意识里
也需要逐渐更加清晰地看待人与
生命、与世界的联系。

同时， 读书也使我多了一个
对付孤独的手段， 有时候更喜欢
一个人呆着， 在躁动的时光里选
择一个最安静的角落， 更能照顾
自己内心的需要， 跟自己独处，
与自己的内心对话： 我是谁？ 我
有什么？ 我想要什么？ 该珍惜什
么、 该放弃什么？

思考是件很微妙的事， 心不
静， 不会去思考， 知识不够， 思
考得不清楚， 可是阅历不够， 思

考得又不透彻。
随着阅读量的提高， 年龄的

增长， 在工作应用当中， 才渐渐
显出了它的优势。 常言说， “书
到用时方恨少”， 而当工作中要
动用自己的知识储备时， 竟会发
现自己胃部底层， 竟存有那么一
座未来得及消化的丰富矿藏！

人到了中年便可以有足够的
能力用新的眼光来分析打量旧的
材料， 过去有许多理解不了的事
情现在迎刃而解； 过去许多忽略
了的细节被重拾细嚼， 更觉静美
无限……过去遗漏的许多 “碎
片”， 统统会被我朝花夕拾。 还
有我自身的生命体验， 也被加入
进去一并读了。 有时竟不知究竟
是我读名著， 还是名著读我。 那
种快慰， 既是我意料不到的， 又
是我需要的。

佛陀说： 现在的你是过去的
你所造， 未来的你， 是现在的你
所造。 你想要命运善待你， 就先
想好如何对待生命。 明白自己想
要什么？ 然后去寻找与之相契合
的伴侣。 只有亲历者才能感受得
出： 读书是自己的需要。

1995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每年4月23日为世界读书日， 又称世界图书与版权日、 世界图书
日。 旨在推动阅读和写作， 宣扬跟阅读关系密切的版权意识， 鼓励每一个人发现读书的乐趣， 并以
此感谢那些为人类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文学、 文化、 科学思想的大师们。 从今天起， 我们特选登几
篇你我身边的阅读故事， 希望您能从这些故事里得到一些补益和启发。 重新捧起书籍， 享受阅读之
美———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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