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6碗豌豆饭
□刘希 文/图

■家庭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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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庆 文/图

学生时期的我， 对 “劳模”
的认识与理解是朦胧的。 但广为
流传的 ： 具有 “宁可少活二十
年， 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顽强
意志和冲天干劲的铁人王进喜；
拥有 “一抓准 、 一口清 ” 技艺
和 “一团火” 服务精神的糖果售
货员张秉贵等等， 这些熟悉的名
字与忘我的劳动事迹的确深深地
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感动和激励
了我。 劳动模范是各级政府和企
业为表彰生产建设中做出显著成
绩的先进人物而授予的一种崇高
称号， 他们付出了超出常人的劳
动而被社会所认可。 国家 “一穷
二白” 面貌的改变， 无不凝结着
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辛勤劳动的
汗水、 创新创造的智慧。

参加工作以后的我， 近距离
接触到了劳模， 劳模形象在我视
线中越发清晰， 崇尚劳模精神成
为我职业生涯的一个特殊开端。
从1982年开始， 我有幸成为北京
市总工会职工大学“劳模班”的授
课教师，还曾兼任两届班主任，与
来自北京市企事业单位的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三八红旗手、生产
技术标兵、先进工作者朝夕相处。
学员身上展现出的劳模精神， 使
我深深地感到： 榜样的力量是无
穷的， 楷模们的精神历久弥新。

在教学过程中， 我发现他们
有着强烈的时代感和责任意识。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大潮改变
了中国人的价值观， 记得在课上
我们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 “姓
资” 还是 “姓社” 引发思考； 课
下为 “下海” “官倒” “参与股
市” 等热点话题引发争论。 他们
中间不少来自国有企业的劳模学
员， 紧跟时代发展， 大胆解放思
想， 更新补充新知识， 努力完成
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转变。 在
认真完成课内作业的同时， 积极
为所在单位经济体制改革建言献
策， 先后为燃气、 电力、 商业、
公交、 旅游等行业提出了发展的
新思路、 新措施， 受到业内领导
的高度评价。

我所接触到的劳模学员， 既
有普普通通的一线先进职工， 也
有步入决策层次的书记、 经理和

工会主席。 但在平时相处的点滴
中， 他们共同表现出： 对己要求
严、对人有热心；遇事原则性强、
做事一丝不苟；对老师 （无论年
纪、 资历） 普遍尊重、 对同学广
泛团结。 这样就共同营造了积极
向上、 健康和谐的班集体氛围。

劳模班学员特点是年龄较
大、 工龄较长、 文化基础较弱。
步入大学课堂后面临的主要困难
就是学习外语 、 数学吃力 。 为
此， 他们特别珍惜课堂上的每一
分每一秒； 课下自发组成学习互
助小组； 晚上回家把孩子托付给
家人 ， 常常在复习时熬夜直至
2-3点。 他们在课堂上渴望知识
的眼神我至今难忘！

一般大家都认为劳模只会工
作、 只顾单位； 不会生活、 不顾
家庭。 其实我所接触到的劳模 ，
热爱工作更热爱生活。 不仅工作
井井有条， 而且生活情趣多多。
劳模的家庭成员都非常理解配合
他们的学习和工作， 主动承担家
务 。 而我们的学员也是感恩报
答 ， 尽量找机会督促孩子的学
习， 尽量挤时间探望扶持年迈的
老人。 每当谈论家庭生活时他们
总是充满着快乐与满足。

多少年来， 我与劳模学员既
是师生，更是朋友。追踪他们的心
路历程， 是把人生追求和伟大事
业融为一体， 在平凡的工作岗位
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

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代
表着一个时代的价值观、 道德观
和精神风貌。

岁月有痕， 时光如歌！ 我的
劳模学员， 有长期奋战在生产一
线的产业工人， 有岗位成才的技
术工人 ， 有勇攀高峰的科技人
员， 有自强自立的下岗再就业带
头人， 有带领职工再创辉煌的国
有企业管理者， 也有敢闯新路的
自主创业者。 他们与时俱进， 彰
显劳模精神， 传播劳模文化。 他
们的思想和行动， 体现了中国工
人阶级的高贵品格。 他们不愧为
我们民族的精英、 国家的脊梁、
社会的中坚和人民的楷模。

图为本文作者 （右二） 与她
的三个劳模学生在一起。

记忆中的劳模

我的童年时代， 恰逢农村大
集体的火热 。 爷爷奶奶去世得
早， 父母早出晚归， 我便没人照
看。

好在， 队里有几个年岁相仿
的孩子， 大人出去忙活的时候，
我们便聚在一起， 想出各种各样
的花样， 以此来打发时间。 砌石
头房子， 在野外烤红薯， 用指甲
花涂了鲜红的指甲扮新娘。 这些
纯真的活动， 将原本苦涩的生活
装扮得丰富多彩。

最让我难以忘怀的， 还是每
年的四五月间，豌豆成熟的季节，
我们边喊着“太太，抬果果”，边被
太太们慈爱地牵着拉到她们家，
去吃香香的豌豆饭的情景。

太太的叫法， 在我们家乡 ，
一般是比奶奶年岁稍要大点的女
性 。 她们因为年岁大 ， 不能出
工， 只能在家里干些喂猪、 做饭
洗衣之类的活。

四月， 当天空中传来布谷鸟
的第一声鸣叫的时候， 我们这些
小孩子， 便像听到号召一样， 飞
奔到豌豆地里， 蹲下身来， 把豆
荚剥开， 里面便展现绿色的豆子
来。

未成熟的豆子 ， 碧绿小巧
的， 放在嘴里， 有清清的豆香。
快要成熟的豆子， 绿色渐渐淡开
了， 放在嘴里， 甜丝丝的。 而成

熟透了的豆子， 豆荚呈黑色， 豆
皮坚硬， 一口咬下去， 定要磕痛
牙。 而这时的豆子， 晒干后用砂
锅爆炒了， 才会又香又脆。 我最
喜欢的 ， 还是这快要成熟的豆
子。

当四月的清风轻拂亭亭玉立
的豆杆， 碧绿的豆荚炫耀着骄人
的身材时， 田野里一片清幽的绿
色。 望一眼便赏心悦目， 沁人心
脾。 置身于田野中， 飞奔着， 将
豆子摘下， 剥开， 滚圆滚圆的豆
子便呈现在眼前。 一捧， 两捧，

放不下了， 把穿在身上的衣服掀
起， 用衣服把豆子兜起来。 直到
衣服也塞不下了 ， 才不舍地离
开。

走的时候， 还不忘扯一把豌
豆叶， 把叶子用绳子扎起来， 就
是最好的毽子。 这毽子， 在脚上
发出 “叭， 叭” 声， 很是清脆。

太太们总会牵了我的小手 ，
慈爱地带我去她们家吃饭。 我摘
的那些果果， 有时也会成为饭桌
上的佳肴。 煮了， 炖了， 或是放
在饭里蒸了， 粉粉的味道， 香甜
香甜的。

我记得有一次， 屋后的一位
姓王的太太牵我去她家吃饭， 她
的儿子特淘气， 每次只给我盛一
小勺饭， 一口就能吃完。 我也毫
不客气， 吃完就让他帮我盛， 他
笑嘻嘻不厌其烦地数着给我盛饭
的次数， 直到他数完26， 我才满
足地抹了一下嘴巴说饱了， 不吃
了。

这件事情， 后来成为众多村
民的笑料。 想想自己当时真的很
幸福， 26碗豌豆饭， 连着爱和纵
容 ， 那是我记忆里最深的美味
啊。

上次回家， 和母亲坐在一起拉
家常， 她又提起26碗豌豆饭。 我笑，
那些连着豆香的豌豆饭， 让胃部
一点一点地温暖， 心里的感激再
次涌起。 那些从成人嘴里挤出的
豌豆饭， 是乡邻们对我的无限关
怀和照顾。

内心里对豌豆的感情， 无论
我走到天涯海角， 都是这一生最
难以割舍的牵绊。

因为我是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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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故事

□王国梁 文/图

有个叫吴菊萍的人， 曾被大
家称为 “最美妈妈”。 那年， 她
看到一个小女孩从楼上坠下来。
那个瞬间， 她飞快地冲过去接住
女孩， 而自己却受伤了。

有人问她， 你救坠楼女孩儿
的时候是怎么想的。

吴菊萍的回答很朴实 ， 她
说， 我没有想太多， 我也是一位
母亲， 看到女孩坠楼， 每一位母
亲都会有那样的本能反应。

因为我是母亲！ 说得真好 。
母爱最朴素， 朴素到爱孩子是一
种本能。 母爱最博大， 博大到因
为爱着一棵小树， 便会把爱的阳
光普照到整片森林。

我想起了我老家隔壁的花
婶。 花婶本有一儿一女， 日子过
得也不太宽裕。 那年， 她却收养
了村里的一个孤儿顺子。 顺子的

父母早就去世了， 他和奶奶相依
为命。 奶奶去世后， 他就成了孤
儿。 花婶把他接到自己家里， 当
成儿子养着。

顺子比花婶的孩子小， 所以
花婶总是让自己的儿女让着他，
还把好吃的都留给顺子。 我记得
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 听到花婶
在大声训斥孩子， 我心里好奇，
便攀上自家的梯子去看。

隔着矮墙， 我看到花婶在训
自己的儿子： “这鸡蛋是给特意
给顺子留的， 他还小， 你别跟他
争。”

我把我看到的情景讲给母亲
听 ， 母亲说 ： “你花婶是个好
人 。” 花婶来串门 ， 母亲问她 ：
“怎么对别人的孩子比对自己的
孩子还要好？” 花婶说： “我也
是当妈的。

哪个当妈的都疼孩子， 顺子
从小就没爹没妈， 够苦的了， 不
能让他再受委屈了。”

那个年代， 孩子们很少买新
衣服， 一般都是大孩子穿小了小
孩子穿， 所以弟弟妹妹几乎都是
穿哥哥姐姐的旧衣服长大。 可是
顺子的衣服差不多都是新的， 花
婶的亲生孩子反倒拾亲戚们的旧
衣服穿。

奇怪的是， 花婶的亲生儿女
一点儿也不怪母亲偏心， 每每说
起来 ， 他们的话和花婶如出一
辙： “顺子够可怜的了， 不能让
他再受委屈。”

后来， 花婶的两个孩子都早
早辍学在家务农， 却紧紧巴巴地
供着顺子上了高中。 花婶逢人便
说： “顺子天生聪明， 是读书的
料。”

其实我们都知道 ， 花婶的
女 儿 学 习 也 不 错 ， 可 为 了 减
轻 家 里 的 负 担 ， 她 连 初 中 都
没上完就回了家 。 让人欣慰的
是， 顺子成了我们小村里第一个
大学生。

花婶的苦心没有白费， 顺子
也特别孝顺， 毕业后留在城里工
作， 还把花婶接去享福。 村里人
都说， 花婶这是好人有好报啊。
花婶说： “什么好报不好报的，
那时候可没想那么多， 就是当妈
的心疼孩子。”

最伟大的母爱就是这种吧 ！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因为我是
母亲， 所以爱自己的孩子， 也把
世间所有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
来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