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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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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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相册

■图片故事

那年我要高考了 ， 我对母
亲说 ： “妈 ， 我今年要考大学
了， 家里的活儿少让我干点儿。”
母亲头也不抬， 依旧收拾着手里
的东西说： “考呗！ 碍着干活什
么事？”

我知道，在父母看来，高考没
什么了不起， 就像一场热闹繁忙
的秋收一样，势必要忙上一阵。十
年寒窗， 不过就像他们年年进行
的农事一样，播种过，耕耘过，总
是要看到最后的收成的。

那时候我住校， 两周回家一
次。 每次回家， 母亲都使唤我干
这干那， 去田里帮着浇地， 在家
喂猪喂鸡 。 那次 ， 我气呼呼地
说： “人家要高考了， 时间多紧
张 ， 哪还有功夫干这些闲事 ！”
母亲劈头盖脸来了一通： “什么
是闲事？ 合着我一天到晚干的都
是闲事。 不干这些闲事， 你吃什
么喝什么！” 我心想母亲一个农
村妇女， 哪里懂得高考是多么要
紧的事。

在吃饭上， 母亲从来没给我
开过什么小灶， 也没有专等我回
家改善伙食。 只是那年的鸡蛋特
别多，吃都吃不过来。母亲说：“今
年养的鸡多， 鸡蛋有的是， 你吃

完， 剩下的再带上到学校吃。”
高考临近了， 很多同学的家

长都来学校看孩子。 家长带了一
大堆好吃的， 千叮咛万嘱咐， 看
着有的同学在父母面前撒着娇，
我羡慕极了。 我的父母一次也没
来看过我， 那次学校让带一个证
件， 父亲也是托同村一个同学的
家长捎来的。

麦收季节， 我回家一天， 本
打算好好复习功课。 一大早， 母
亲就喊我： “快起床， 跟着下地
割麦！” 我嘟囔着：“都什么时候
了，我还要复习呢，还让我割麦？ ”
母亲说：“啥事有割麦要紧！ ”

下了地， 一边割麦， 母亲一
边说： “今年你就毕业了， 家里
就多个帮手 ， 秋收也能帮上忙

了。” 母亲的语气里， 分明是在
说， 我今年考不上大学， 必然会
回 家 务 农 。 我 不 服 气 地 说 ：
“妈 ， 你怎么说这么扫兴的话 。
你怎么知道我考不上大学， 这几
回模拟考试我都是全年级前三
名， 连老师都说我肯定能考上。”
母亲说： “我也就这么一说。 到
时候你就使劲考呗， 考上考不上
都不重要。”

考场上 ， 我想起母亲说的
话： “使劲考呗， 考上考不上都
不重要！” 考场上的我， 就像父
母收割庄稼一样从容镇定。

那年， 我真的考上了大学 ，
母亲高兴得欢呼起来。 一向冷淡
的母亲， 好像从来没有那么兴奋
过， 我觉得有些奇怪了。

后来， 父亲告诉我， 母亲是
在故意用忽略我的方式帮我缓解
高考压力， 因为几年前， 我舅舅
参加高考就是因为压力太大而落
榜的。

我又听妹妹说 ， 那年的鸡
蛋， 父母一个都没吃过， 连妹妹
都没吃过几个， 全都让我吃了、
带走了。 粗心的我， 在家没吃几
顿饭， 竟然没有发现这个秘密。
原来 ， 母亲是在用特殊的方式
“帮” 我备战高考。

母爱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
爱。 因为爱儿女， 会把母亲所有
的智慧都激发出来， 所以天下的
母亲， 个个都是蕙质兰心。 她们
以爱为锦囊 ， 巧妙使出她们的
“三十六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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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丽娟 文/图

弄拙成巧

■工友情怀

□阎铮 口述 马振涛 整理

我我的的““犟犟牛牛师师傅傅””

母亲“帮”我
备战高考

我叫阎铮， 是公交保修三厂
的保修工。 十年前， 我从公交技
校毕业后分配到三厂保修一组，
那年我19岁。

刚入厂时， 车间主任把我带
到一个20多岁的黑大哥面前说：
“犟牛 ， 这孩子看着有点灵气 ，
限你半年时间给我带出个小犟牛
来。” 后来我才知道， 师傅叫杨
义海 ， 是车间里出了名的 “80
后” 技术精英， 参加工作仅五年
就夺得了 “公交保修小状元” 青
工技能赛第一名。

“要想展翅高飞，必须有过人
的技术本领。 ”这是师傅常说的一
句话。师傅为什么叫“犟牛”呢？原
来， 在师傅眼里， 只要是认准的
事，十头牛都拉不回来。刚跟着师
傅学徒时，操作工艺、零件图纸、
技术资料，每天都要考我一遍，每
周还要答一张考卷， 不会的至少

背10遍。 没事儿的时候，师傅还带
着我向其他配修班组的师傅虚心
求教， 从拧螺丝开始一点一滴学
起， 就像要把浑身的技术绝活儿
全塞进我的脑子里。

三个月后， 在车间青工保养
工艺考试中 ， 我得了第一名 。
2015年的青工技能PK赛 ， 师傅
带领8名徒弟一路过关斩将， 最
终一举夺冠。 如今， 我已成为纪
家庙车间技术员了。

师傅曾告诉我要做一个有心
人， 在现场多留意、 多观察， 往
往小细节能解决大问题。 遇到新
故障检测系统运行中出现异常情
况， 师傅就反复查阅说明书， 网
上查找资料， 和厂家、 老师傅沟
通， 拿方案想办法。 自动变速箱
维修是一个高难度的技术活儿，
上千个齿轮、 压盘零部件和数据
接口密封在小小的金属壳内， 不

要说拆解组装， 就是密密匝匝的
原理图就能把人看晕了， 维修起
来着实不易。

为了熟练掌握这门技术 ，师
傅带着我们专门找了一部报废自
动箱，在维修车间里反复演练，大
家眼瞪酸了、 腿蹲麻了、 腰弯痛
了，但组装技术却越来越娴熟了，
现在维修自动变速箱已经成了我
们保修一组全员掌握的必杀技。

“把工作当成快乐， 用学到
的技术解决生产难题， 是我每天
最快乐的事。” 师傅经常这样说。

去年冬季， 连续的大雪造成
公交车冻管大量故障， 师傅带着
我们连续鏖战了三天三夜， 一站
一站、 一部一部地排查公交车冻
点。 由于车辆气管外边被冻成了
冰坨子， 车厢高度降到最低点，
我们只能脱下厚厚的军大衣， 钻
进狭小的发动机底部， 用喷灯将
金属气管外边的冰雪烤化 。 当
时， 车下的柏油路面上全是雪，
躺在上面检查管路冻点， 瞬间冰
冷的寒气就浸透了单薄的工作
服， 嗖嗖的穿堂风扫过车底， 我
们都被冻得瑟瑟发抖。 每发现一
部故障车， 师傅都第一个钻进车
下， 最后一个爬出来， 当时大家
冻得都够呛， 可是看着师傅往上
冲， 我们也不能往后撤呀。 终于
我们咬紧牙关修复了最后一辆
车， 看着一部部运营车在风雪中
满载乘客平安行驶， 虽然大家已
经冻得脸发紫、 腿发软， 但心里
全是满满的温暖和自豪。

2015年， 师傅荣获 “北京市
劳动模范” 称号， 这是师傅的荣
誉， 更是我们这些青年保修工的
骄傲 。 相信通过我们的不懈努
力， 在不远的将来， 我们这些小
犟牛一定会沿着他的足迹， 实现
一个个新的梦想， 成为我们公交
保修新的骄傲。

这些年每次同学聚会， 都是
李晨负责组织操办。 同学们除了
感激， 私下唏嘘不已， 李晨不容
易呀， 要强的人成大事。

其实李晨和我们同班到六年
级就辍学了。 李晨长得瘦小， 一
副营养不良的样子 。 进入夏季
时， 他常常缺课， 偶尔来上课的
日子也总是迟到。 每次老师叹了
一口气， 就让他回到座位上去。

后来我们才知道， 李晨的父
亲早亡， 剩下多病的母亲， 农忙
忙不过来时， 李晨就要跟着母亲
下地， 唯一能来的那几天， 也是
早早地起来在地里干完活直接来
上学的。

那天李晨又没来， 我们猜收
麦子时节一定是跟着母亲割麦子
去了。 班长说： “李晨家那么困
难， 咱们是他的同学， 应该帮助
他。” 这一提议大家七嘴八舌议
论开了， 有人提议捐钱， 有人提
议捐物。 第二天受响应的同学早
早地来到了学校， 把捐的钱汇集
在一起， 捐的衣物和学习用品放
在他课桌桌斗里。

那天也巧， 李晨来上学了，
当他看见桌斗里的东西和我们给
他写的纸条时， 一句话没说， 之
后旷课了很多天 。 再来到学校
时， 是一堂作文公开课。 很多外
校的老师来听课， 让大家写一件
《难忘的事》。 同学们像约好了一
样， 都写了给李晨捐款的事。 作
文优秀的同学在讲台上大声地朗
读出来， 同学们渲染 着 李 晨 家
境 多 么 贫 穷 可 怜 ， 每 读 完 一
篇 ， 台 下 响 起 雷 鸣 般 的 掌 声
和 大 家 投 来 的 目 光 。 李 晨 的
头却垂得更深。

那天过后李晨再也没来上学。

毕业多年后， 异乡遇到班长
和几个同学， 闲谈中聊起李晨，
班长说： “其实我们当年伤害了
李晨， 我们用自以为是的关怀打
扰了他， 又用自己的虚荣心伤害
了他。 如今回想起来， 如果我们
是李晨该多难受， 被当做一个弱
者， 一个可怜的人， 接受大家怜
悯同情的目光， 把他的贫穷放大
渲染。 其实李晨除了家里贫困，
哪里比我们可怜呢， 他自己也不
觉得自己和我们哪里不同， 是我
们幼稚的行为让他变得和我们不
同， 把他分类成为另一种人， 接
受不一样的目光。”

后来 ， 李晨和我们联系上
时， 他已经是工程项目负责人。
之前他收过废品， 当过小贩， 送
走了母亲后， 去俄罗斯当过劳务
输出人员 。 在工地当小工搬砖
时， 一边自学， 一边研究自己的
工作积累人脉， 几年下来， 拉起
了一帮人马给别人干工程， 到最
后自己成为了工程负责人。

同学们聚在一起喝得酩酊大
醉， 喝醉的同学和他道歉当年的
事。 李晨说： “不， 我和你们正
相反， 小时候觉得被大家同情可
怜是耻辱的， 是自己的自尊心作
祟。 如今长大了， 我却能理解小
时候的感情 ， 大家的心是好的
呀， 我们还都是个孩子。 如果没
有那些年的激励和信念， 也许就
不会有今天的我。”

我们终于能释怀当年笨拙的
爱和小小的虚荣心。 也庆幸这笨
拙的爱从另一方面也成就了李
晨。 当他意识到自己是弱者时，
他就会用自己的自强做成翅膀，
拼命地拍打翅膀让自己飞翔， 飞
得更高、 更远。

□王纯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