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想当初， 我中学毕业后面临
着人生第一个重要选择： 是读高
中考大学还是读技校当工人？ 当
时我的心情是迷茫的。 因为那时
我的成绩并不理想， 看到同学们
读高中 ， 我只能怀着艳羡的目
光， 甚至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因
为我只能去读技校， 将来只有当
工人的命， 而同学们却有机会上
大学， 做白领。

1993年， 我技校毕业之后来
到了一家大型机械厂。 从此， 我
的青春我的热血就洒在机械厂这
块热土上。 刚进工厂的时候， 我
在工作中遇到过各种困难， 由于
技能的不娴熟， 工作效率不高，
况且机械加工是个技术活， 对于
刚出校门的我来说感到又苦又
累。 心中后悔当初读书不用功只
能当工人。 可另一个我又在心中
暗暗鼓劲， 当工人又怎么了， 就
是当工人我也要做出一番成绩，
不能让人看扁。 于是， 我下定决
心要学好技术。 我利用休息时间
查资料， 虚心向老师傅请教， 认
真加工好每一件产品。

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努力，
我已经完全掌握了操作技能， 当
看到一件件合格的产品从我的手
中生产出来， 我的心情很激动，
因为我能把学到的知识为企业创
造效益， 当然也能收获不错的工
资， 我感到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依靠一技在手创造美好生活的梦
想正在一步步实现。

作为一个一线产业工人， 我
知道， 只有靠自己不懈的努力，
顽强的拼搏， 才能打造美好的明
天。 在工作中， 我不断钻研， 刻
苦学习， 努力提高自己的操作技
能， 参加技术培训， 先后掌握了
车、 铣、 刨、 磨、 钻等各种机床
的加工技能， 成为生产多面手。
在工厂技能比赛中， 我勇夺桂冠
成为技术标兵。 还先后成为先进
工作者。

还记得在一次技术革新中，
厂里要加工400吨的四线铜螺母，
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加工难度
很大， 稍有误差就可能造成工件
的报废， 那可是几万元的损失。
当时没有人愿意接下这么艰巨的
任务。 我怀着尝试创新， 胆大心
细的态度， 完美地完成了任务。
因为我的突出表现， 厂里给予我
嘉奖， 发放了不菲的奖金。 我还
被提拔为班长。 因此我也更加努
力地工作， 严格要求自己， 追求
精益求精， 把好质量关， 努力提
高自己的操作技能。

2011年由于市场经济的冲
击， 原来的工厂倒闭了， 我失业
了 。 可是我没有为找工作而犯
愁。 因为这时我已经是个有着丰
富的工作经验和精湛的操作技能
的高级技工。 去人才市场我轻易
找到了工作， 进了一家大型知名
企业， 我的工资也是芝麻开花节
节高。 在新的公司， 由于我技术
精湛， 勤劳刻苦， 很快我就被提
拔为机加工班长， 带领一班产业
工人奋斗在生产第一线 。 两年
后， 我又被任命为车间主管， 让
我的事业迈上新的台阶。

回想当初， 我因为没有读高
中考大学而耿耿于怀 ， 现在看
来， 读技校当工人对于我来说 ，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虽然我现
在依然还是一个产业工人， 但是
我在工作中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确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实现了
自己的人生梦想。

其实，成功没有秘诀，只不过
是要比别人多付出一份努力。 只要
你肯努力，梦想之花就会开放。 最
普通的工人也有做太阳的机会，
耀眼的光芒将照亮前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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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煤

在北京国际旅游博览会上，
雅加达-印尼共和国旅游部长
Arief Yahyais阁下设定 2016年末
将来自中国的访问者数量提升到
两百一十万。 为了在中国国庆节
期间 （10.1-10.7） 让尽量多的中
国游客造访印尼， 印尼旅游部决
定参加在5月20-22日期间举办
的北京国际旅游博览会并大力推
举和促进销售 “奇妙印尼” 品牌
的活动。 这位对中国市场情有独
钟的部长说， 我旅游部的数据库
可以监测到中国游客在何时何地
度假， 使用什么搜索引擎， 何时
预定， 何时付款， 使用何种银行
账户或信用卡支付。 中国对于我
们是很大的主要的潜在市场， 目
标人数是在2016年达到210万， 这
对于我们是很主要的一块业务。
而且， 访问者数目还会增长。 因
为我们 “奇妙印尼” 品牌得以在

专门的 （完整的） 环节中尽情展
现 。 这 样 ， 我 们 这 里 的 Gajah
Bali Tour, TMS, Jetwing Tour,
Ekajaya, Millenium等主要的旅行
社得以向观众推销其核心业务。
“我们将通过平面和网络媒体 ，
通过广告等方式 ， 展示品牌魅
力，” 这位巴厘岛出生的副部长
这样注解。

那么， 展会中会让观众了解
什么呢， 这位副部长说， 巴厘岛
和雅加达 ,仍是中国游客首选访
问地， 分别达到585579和240622
人次。 一向爱笑的他还说， 其实
我们还有好多可玩的地方， 例如
东西爪哇、 日惹。 在全国农业展
览馆举办北京国际旅游博览会 ,
采用B2B方式， 使得那些由组织
者安排好的买家得以通过约定方
式和卖家接触， 这样大大方便了
卖方向中国买家推销旅游资源。

让更多的中国游客
造访奇妙的印尼

三十多年前的一个寒冷冬
季， 大哥在一场意外事故中永远
离开了我们。

单位派车把他的骨灰送回
家， 一起送来的还有作为抚恤品
的一车煤。

那是怎样的一车煤啊， 细碎
的散发着乌黑光泽的煤， 从车上
往下卸的时候 ， 发出沙沙的声
音， 像在诉说着无尽的悲伤。

娘看一回哭一回。
很长一段时间， 那堆煤锁在

我家另一处院落里， 很少有人走
近。 直到两年过去了， 院子才不
再成天大门紧闭， 娘也敢平静面
对那堆煤了。 有次， 娘去院子里
取东西， 过了好久也不出来， 我
悄悄往里张望， 只见娘蹲在煤堆
前， 抓了把煤捧在手里， 迎着斜
照过来的白花花阳光， 仔细端详
着， 一边看一边自语： 这煤是咋
在地下长出来的 ？ 我进到院子
里 ， 也学着娘的样子蹲在煤堆
前， 娘抚着我的头发， 把掌心的
煤捧给我看， 喃喃地说， 这是地
下的宝贝， 是你大哥他们那些工
人从井下挖上来的……

八十年代的农村 ， 物质生
活还非常贫乏， 家家户户都是烧
柴禾做饭。 到了春天， 夏粮还没

有收获的时候， 柴禾往往接不上
茬。 这时乡下的小路上、 田间地
头，就有不少人拉着耙子拾柴禾。

娘一有空就去捡柴。 她还用
做衣服的大针， 给我穿了一根好
长的尼龙线， 对我说， 拿针穿杨
叶去吧。 我贪玩不想去， 嘴一撇
说， 娘， 咱把那煤烧了吧， 这样
咱们就不用捡柴了。 娘脸一沉，
呵斥说， 少胡说八道， 这是恁大
哥的煤， 谁也不准动！ 我拿着拖
有尼龙线的大针悻悻地走了。

娘用我捡来的杨叶做饭的时
候， 那杨叶燃烧时发出滋啦滋啦
的声音，娘说，这杨树叶子里含有
油呢 ，煤里面也 有 油 ，都好烧得
很。我问娘，你烧过煤吗 ？ 橙红色
的火光映着娘的脸，她摇摇头。

煤就那样年复一年地堆在院
子里 ， 我也在时光的不停流逝
下， 渐渐长大。 读书， 考大学，
然后参加了工作。 娘也越来越老
了， 满头的黑发已全是银丝， 耳
朵也有些背， 有时跟她说话， 说
着说着， 她就睡着了。 这世界万
物都在发生变化 ， 而 唯 一 没 有
变的大概就是我家的那堆煤 ，
四四方方一堆瘦瘦的煤 ， 用泥
糊着， 稻草席盖着， 落满了岁月
的尘埃。

有天娘搬个板凳坐在煤堆前
和我唠家常， 说着说着， 娘没有
了声音， 回头看， 发现她又坐着
睡着了。 我叫她去床上睡， 娘醒
了， 站起来， 身子一歪， 坐在了
煤堆上， 我急忙去扶她， 娘喃喃
地说， 我该去和你大哥见面了。

娘活了八十二岁， 一直到娘
走， 那车煤还在小院里存放着。

直到今年初冬， 村里要对住
宅实行统一规划 ， 老宅面临拆
迁， 全家人才商量那堆煤如何处
置。 二哥说， 咱捐给村里的学校
吧， 娘最疼孩子， 咱把煤捐给学
校， 她知道了也不会怪咱。

我们大家都赞成， 觉得这是
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学校锅炉烧起来的时候， 我
特意去看了， 那些乌黑的煤在炉
膛里尽情燃烧， 呼呼作响。 那像
红色丝绸一样的火苗翻卷着， 舒
展着， 散发出温暖耀眼的光芒。

我望着红红的火焰， 久久没
有离去， 我又一次想起了娘……

“大灯、 雾灯、 小灯、 变光
……” 在杨大姐的指导下， 我依
次开启仪表盘上的控制开关， 进
行车辆灯光检查， 忙碌而有序的
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记得年初， 因工作需要， 我
从检测线车间分配到鲁谷车间直
电一组， 这里就是我转岗后的新
起点。 俗话说， 隔行如隔山。 工
作岗位的转变意味着要适应新的
环境、 新的人际关系、 学习新知
识、 新技术。 初次来到新班组，
一切都感到那么陌生。

“你好， 小妹！” 第一个跟我
打招呼的人中等个子， 穿一身保
修 “标配” ———天蓝色工装、 绝
缘鞋。 黑黑的脸庞上一双慈祥的
眼睛正上下打量着我。 “师傅您
好，我叫张嫄，是从检测线车间来
的。 ”我紧张地答道。 “我叫杨丽
颖，是直电一组的组长，我代表全
组的师傅们欢迎你！ ”一边说着，
一边拉着我的手问寒问暖， 又是
给我安排更衣柜， 又是带我参观
班组园地，熟悉现场的工作环境，
还与班组的其他师傅拉起了家
常，让我感受到家的亲切。我一颗
忐忑的心终于踏实下来。

听组里的师傅们说， 杨师傅
不仅人好， 电工维修技术也是最
棒的， 是厂里为数不多的高级女
技师之一， 参加过奥运保障、 7·
21特大自然灾害抢修等任务， 获
得过许多荣誉。 她为人诚恳又热
情， 大家都亲切地叫她杨大姐。
听大家这么一说， 我从心底里佩
服眼前这位杨大姐。

记得上岗第一天， 杨大姐首
先对我进行了转岗 “充电”。 让
我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儿。 为了
让我这个对电工一窍不通的 “门
外汉” 尽快进入角色， 变成熟悉
电工保养工作流程， 能够独立完
成作业任务的 “小专家”， 杨大
姐可没少下功夫 。 只要一有时
间， 她就带我一头钻进保养车里
现场教学， 对照着电气设备线路
图， 从车辆仪表的用途、 各类控
制开关的功能 、 保养检修的重
点， 以及经常会遇到的故障， 毫
无保留地 “抖搂” 出来， 讲得既

简单透彻又通俗易懂。她一边说，
我一边记，生怕落下一个字。

只几天工夫， 厚厚的笔记本
就被我记满了。 班组里其他的师
傅们还不时鼓励我、 帮助我， 给
我讲他们各自的工作经验， 听得
我直入迷。 我的新 “闺蜜” 也把
自己多年总结的独门 “秘籍” 传
授给我，让我受益匪浅。在杨大姐
和班组师傅们的关心和帮助下，
短短几个月， 我已经能够独立完
成一、二级车辆保养的工作了。

有爱、 和谐、 上进的班组氛
围， 驱走了我对陌生环境的不适
和内心的孤独， 让我很快融入到
直电一组这个温暖的 “大家庭”
里。 每天在杨大姐的带领下和组
里的哥哥、姐姐们一起工作、一起
学习、 一起生活， 变成了我最开
心、最幸福的事情。

闺蜜问我今后有何打算，我
毫不犹豫地说 :“拜杨大姐为师 ，
做技术上的‘大拿’！ ”

广广告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