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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
“较真”师傅

■青春岁月

■工友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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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故事

堂弟大学毕业后， 一直在北
京打拼。 他换过好几个工作， 也
交过好几个女朋友， 但立业和成
家都遭遇了波折， 这些年的日子
过得很辛苦。

那天， 我看他的QQ签名改
成了这样一段文字： 人生就像蒲
公英， 看似自由自在， 实则身不
由己。 我感觉得出来， 他的这句
话里满是无可奈何 。 一问才知
道， 他的工作又换了。

蒲公英 ， 随着风的方向流
浪，看似忽东忽西，自由自在，实
则自己做不了主， 只能被风牵引
着飞向东西南北， 落到哪里算哪
里。

曾经， 我们有那么多美丽的
梦想， 关于工作， 关于爱情。 我
们憧憬着能够好好把握属于自己

的机遇和幸福。 曾经， 我们豪情
万丈， 以为自己无所不能， 每天
都满怀激情地说： 命运掌握在自
己手中！ 可是， 理想很丰满， 现
实很骨感。 当梦想被现实切割得
七零八落时， 我们才知道， 自己
不是巨人， 既不能撼动大树， 也
不能左右狂风。很多时候，你仅仅
是一粒尘埃，渺小卑微，只能随风
流浪。摸爬滚打之后，你没有改变
世界，而世界却改变了你。

不由想起前几年人们关于80
后的讨论： “我们读小学时， 大
学不要钱； 读大学时， 小学不要
钱 ； 还没工作时 ， 工作是分配
的； 可以工作时， 得自谋职业；
没挣钱时， 房子是分配的； 能挣
钱 时 ， 房 价 涨 得 根 本 买 不 起
……” 实在够悲催。 其实， 不光

80后、 70后、 60后……哪一代人
没有遇到过这样那样的 “生不逢
时”？

既然这样， 不妨学学蒲公英
的人生态度吧。 你看那些风中的
蒲公英， 飘摇向前， 几经辗转 ，
却一路歌唱。 它们乐观， 坚韧，
随遇而安， 它们不怨天尤人， 也
不顾影自怜。 它们御风而飞， 不
管落到什么样的环境里， 都会沉
下身子落地生根。

仔细想想， 其实先贤早就为
我们做出了榜样。 孔子的弟子颜
回 “一箪食， 一瓢饮， 在陋巷”，
但他却不改其乐。 宋代大文学家
苏轼被贬后， 一路颠沛流离， 黄
州 ， 惠州 ， 儋州 ， 不管到了哪
里， 他都能做到 “此心安处是吾
乡”。 他造福百姓， 也写诗作文，
岁月波折， 却内心安定。 辗转的
人生际遇， 反而成就了他在文学
史上的那些千古绝唱。 这些人，
就像蒲公英一样， 自由洒脱， 即
使命运在岁月的来风中跌宕， 却
依然能够以飞翔的姿态起舞。 到
了哪里， 哪里就是心灵的故乡。

针对 “人生就像蒲公英， 看
似自由自在 ， 实则身不由己 ”，
我要说的是， 身不由己也可以活
出精彩。 既然身不由己， 就随着
风的方向， 一路走一路歌， 看流
云随意飞， 看闲花淡淡开， 领略
风光无限的旅途 。 即使遭遇逆
境， 也要享受充满挑战的人生。

风让你在哪里安家， 你就把
哪里当做春暖花开的彼岸吧。

蒲公英人生

春末的一场雨， 把灌浆期的
小麦洗刷得越发青绿。 我和妻子
走在绿油油的麦田， 一望无际的
绿色映入眼帘， 让人心旷神怡，
淡淡的麦花香， 迎风入鼻， 沁人
心扉， 真是醉眼也醉心。

参加工作后， 离开了曾经养
育自己二十几年的故乡， 再没有
亲手播种过小麦， 甚至连麦地里
的一根草也未曾拔过。 可每到春
天， 万物复苏、 麦草变绿， 我都
会情不自禁地想到故乡的麦草，
那淡淡的麦花香 ， 着实让人难
忘， 勾起心中阵阵离愁， 萦绕心
头， 许久不散。

小时候， 每到10月， 父亲就
会找些同村的亲朋好友或邻居前
来帮忙， 将一粒粒淡黄色的小麦
种子播种下去。 此时， 我也会学
着大人模样 ， 成为他们中的一
员 ， 手握麦粒 ， 种下一年的希
望。

但那时由于人小， 只能干些
非常简单的活。 背着小竹篓， 将
一粒粒小麦种子丢进大人们挖好
的土窝里。 回头再由大人给它掩
上一层土， 静候它生根发芽， 直
至为整个大地披上一层绿装。

待到麦穗将要从包裹的叶子
里露出头时， 一些顽皮的孩子就
会将整株小麦拦腰截断， 抽出即
将露头的麦穗， 留下包裹麦穗的
叶子 ， 两头对叠 ， 做成一个口
哨， 放在嘴里轻轻一吸， 就会发

出如同小鸡般的鸣叫。
这种由麦叶制成的口哨， 含

在嘴里， 淡淡的麦草香味既清新
了口气， 也让人感受了大自然的
气息， 还娱乐了调皮的少年。

五六月份， 籽粒饱满的麦穗
成熟， 纷纷低下 “沉重” 的头，
等待人们前来收割。

收割小麦的时候， 人们都会
顶着金灿灿的阳光， 手持镰刀，
一株一株将其从根上割断。 一株
株， 一把把， 积少成多， 最后汇
成一捆捆。 运回家经过简单的几
日晾晒， 大人们就会搬来机器，
将一粒粒金黄的麦粒从麦穗里分
离出来。

而此时的我们， 就用树杈将
麦草挑起来， 扔在院子里的空地
上， 一旦闲下身来， 就会将院子
里铺上一层厚厚的麦草， 姊妹几
个一起在上面打滚儿嬉戏， 玩得
不亦乐乎。

纵使父母将麦草堆成草垛，
我们也会伙同邻家的孩子， 三个
一伙， 五个一群， 在草垛下部偷
偷地掏出一个洞， 然后开心地钻
来钻去， 玩着捉迷藏。

时隔多年， 曾经的小伙伴都
已长大成人， 各自辗转他乡奔前
程， 很少联系。 但每年看着麦花
飘香， 麦穗低头， 我仿佛都能闻
见远在千里之外故乡的麦草味
儿， 想起纯真的童年， 看见那群
乡村儿时的玩伴。我的 “较真 ” 师傅叫李国

梁， 是总公司派到县化肥厂工作
的高级维修技师。

1987年我高考落榜， 对学习
产生恐惧厌烦。 父亲为我安排招
工， 到国营化肥厂机修班工作，
拜机修班长李国梁为师， 学习机
械设备维修。

都说师傅工作较真， 我不敢
有丝毫懈怠。 这第一天上班， 师
傅就给我一个下马威。 我提前半
个小时从家里出发， 满以为可以
提前十分钟到厂， 结果半路遇到
了高三班主任 ， 很关心我的近
况， 我不好拒绝， 简单说了几句
以后 ， 就急着说 ， 上班迟到罚
款， 有时间再聊。 结果， 到车床
前还是晚了两分钟， 师傅冰冷地
说： “你迟到了， 按规定罚款2
元。” 什么？ 2元！ 我学徒一个月
工资才28元 。 我嘟嘟囔囔不服
气， 可师傅接着说： “是我没有
讲清楚， 我是你师傅， 我自罚5
元。” 我自觉理亏， 赶紧不声不
响老老实实干活去了。

经过几个月的学习， 我能够
独立工作了 。 有一次加工皮带
轮， 一不小心， 孔径加工大了，
上到轴上有些松动， 但是在允许

的误差以内。 我加了个垫， 安装
上去， 仔细看，稍稍有些扭曲。 师
傅看到，坚决让退下来，报废！ 师
傅亲自加工了一个合格的上去。
所造成的经济损失50元， 让我承
担10元，李师傅自罚40元。

第二年， 化肥厂开始扩建改
造。 为节约资金， 加快进度， 师
傅跟工程指挥部立下了奖罚军令
状。 我们机修班开始了紧张的工
作。 当时香港电视剧 《上海滩》
正在热播。 别人休息睡觉， 我偷
偷地跑到同学家看电视剧。 看完
电视剧又和同学打了一宿麻将。
上班工作无精打采， 师傅关切地
看了我两眼 。 加工中 ， 我一愣
神， 车刀加工量大了， 即将完工
的弯头模具报废。 我顿时脸色苍
白， 浑身冒冷汗。 要知道， 这个
模具材料价值3万多元， 我是个
学徒工， 凭工资何时才能赔上。
影响工程进度造成损失更是难以
估计。 凭师傅的较真， 一定不能
放过我。 我顿时傻了眼。 师傅抬

头看见我的神态， 马上明白是出
了问题。 三两步走过来， 骂道：
“你这个混球，就会闯祸！”这是师
傅第一次骂我， 我痛心疾首恨不
能有个地缝钻进去， 模具毁了造
成损失，赔偿！开除！我不敢想象。

师傅把废模具卸下来， 查找
资料，询问同行，最后在别的公司
找到特种焊条补焊的补救方法。

领导来看进度， 焦急起来。
“怎么回事？” 师傅回答道： “是
我没有讲清楚， 我有责任。” 领
导语重心长地说： “老李， 正在
给你申报劳模， 可别因为这件事
情泡汤了！”

师傅买来了焦炭， 把废磨具加
热烧红，用电焊小心补焊。三伏酷暑，
七月流火，师傅的脸颊被焦炭火烤
得通红，电焊烟熏得咳嗽淌眼泪，
最终修复了即将报废的模具。 看
到师傅的行动，我感悟到：干工作
还真得有“较真”的精神。

工程提前完工， 我们受到嘉
奖， 厂里发放奖金。 我把得到的
奖金交给师傅说： “由于我的疏
忽造成损失 ， 我不该拿奖金 。”
师傅把奖金塞到我的口袋里 ，
说： “前两次罚款， 是你知错不
认错； 这次你知错认错， 并积极
工作， 干活认真。 模具修复， 没
有造成太大损失 ， 大家有目共
睹。 罚款是约束， 不是目的。 金
无足赤， 人无完人； 犯错， 改了
就好 。 奖金 ， 让你拿着你就拿
着！” 师傅又来了 “较真” 劲。

为了提高自己， 一年后， 我
考上了大学继续进修。 离开时，
拍了这张珍贵的纪念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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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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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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