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春岁月

哨兵， 好比一座引领向上精
神的威武雕像。 作为一名退伍军
人， 我一直认为部队里的哨兵是
神圣的， 在回到地方工作了三十
多年后， 我忽然感受到另有一种
特殊哨兵也很伟大。

我曾在营房里摔打滚爬， 度
过了三载军旅时光， 过往岁月也
让我这位普通战士、 普通哨兵内
心受到了一次洗礼———当兵就要
满心付出， 回到地方去工作也要
像哨兵一样处处担当责任。 我在
供水行业这个令人向往的企业
中， 当过管道工、 水泵工、 制水
工， 最后50多岁的我竟又干起了
抄表收费工。

我先前一直认为自己从事的
岗位很辛苦， 但通过近两年的实
际工作， 和用户零距离的接触，
我才真的意识到了抄表员工作的
繁忙和重要。 每一个抄表员我都
觉得是一种特殊的哨兵———既不

让用户的利益受到损失， 也要当
好公司的 “眼睛”， 准确的抄出
水量。

哨兵在部队里是荷枪实弹
的， 然而在这里， 穿着整洁的工
作服、 佩戴着工号牌的男女抄表
员， 在解决用户的各种问题时用
的“秘密武器”，却是发自肺腑的
微笑和尊重对方的言语。 另外，
更需要用真诚服务的心、 不怕脏
累的手， 去恪守自己的职责。

抄表员要认真查准每一块水
表， 这是干好这项工作最起码的
要求， 水表显示的指数是多少我
们就抄多少。 但实际上， 每个抄
表员哪次抄表都会遇到一些连自
己眼睛都不敢相信的大吨数， 平
日每季度才走二十几吨的人家水
量突然会增至几十吨、 上百吨，
甚至吨数多得更吓人。 遇见这样
的情况， 如果抄表员不加以分析
原因， 直接就将吨数上传到电脑
中， 用户在交费时就会对水费产
生疑义。

我抄表时就遇到一户人家 ，
水表走了四百多吨水。 看着水表
不停地转着， 我就和陪我一同抄
表的妻子说， 我上楼敲门帮查查
哪里漏水。 结果发现是坐便器漏
水 ， 这个没有盖子的坐便器在
“哧哧” 地跑着水， 我告诉用户
要及时修理， 他却不屑一顾地反
问我： “这水我知道一直在漏 ，

但能漏这么多吨吗？ 你们的水表
有问题。” 明明是他家坐便器日
夜在漏水， 我好心去查漏提醒，
却被对方冤枉了。

为了证明水表没有问题， 我
在征求他同意的情况下， 请来一
位修坐便器的师傅， 师傅换了内
里的垫片， 坐便器立刻就不漏水
了。 我说这修理费由我来付， 但
请你配合下楼看看水表是否再转
了。 他看着水表低着头态度好多
了。 我又告诉他你家正常用水一
个星期也走不了两吨水， 你可以
再观察一下自家的水表。 他听着
我的话不住地点头。 结果到了第
四天， 他就打手机告诉我， 我佩
服你了， 让我有时间到他家喝杯
茶， 水费也一定按时交。

自从我这个抄表员把自己比
喻成了哨兵， 心间不由得对工作
增添了责任感 。 我们这些 “哨
兵”， 虽没有坚守在荒漠的边疆，
一直守候的是一块块联系着千家
万户的水表。 与军营比， 变的是
环境， 不变的是责任的传承。 风
吹雨打， 磨不去的是钢铁般的顽
强意志； 脏苦忙累， 拦不住的是
对用户的一片奉献心。

在抄表员这个岗位上， 我们
用耐心与智慧 “武装” 自己， 那
一串串真实的吨数就是我们追欠
水费的 “盾牌”， 而用户满意的
微笑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回馈。

我家有位高考生
□钟芳 文/图

■家庭相册

■图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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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光 文/图

另一种哨兵
□桑田 文/图

十年寒窗苦， 一朝定命运 。
高考就像一根敏感的神经， 牵动
着千家万户的心。 今天， 我家儿
子也要走上高考的战场。

家有高考生， 我们全家也提
前进入了紧张的陪考阶段， 处处
以儿子为中心， 想方设法为他营
造轻松氛围， 创造一个安静舒适
的学习环境。

做妈妈的我首先在儿子的饮
食上颇费一番心思 。 考试是关
键， 营养得全面， 这可不是什么
随随便便只要吃饱就能了事的。
为这我专门委托同事， 在乡下购
买土鸡和鸡蛋 ， 要以最丰富的
绿 色 营 养 给 儿 子 补 充 大 脑 。
还特地跑到书店买回菜谱 ， 上
网查找高考生的营养食谱作为对
照， 然后米饭面食、 蔬菜水果、
鸡鸭鱼肉、 煮炒蒸炸轮换着来，
力求做到色、 香、 味、 形俱佳 ，
并且一星期内绝对不会有重复，
保证儿子能吃饱、 吃好， 且达到
营养均衡。

因为害怕给儿子增加压力 ，
影响他学习， 我们做每件事都小
心翼翼， 生怕触动孩子敏感的神
经； 说每句话都小心谨慎， 唯恐
伤到孩子脆弱的心灵。 因为害怕
打扰他 ， 我们谢绝接待一切来
客， 电视不开， 娱乐全取消， 连
走路都刻意轻声轻脚。

即便如此， 我还是从儿子的
脸上看出了高考前的焦虑， 平时
有说有笑的他变得不爱吱声， 看

上去神色凝重， 一副心事重重，
很疲惫的样子。

难道学习上遇到什么困难 ？
实际上儿子的成绩一向不错， 如
果正常发挥的话， 考个理想的大
学不成问题。 但他的状态让我们
为之着急， 于是晚饭时我故意和
他找话说 ， 还特地讲了一个笑
话。 儿子笑过之后， 放下碗筷深
呼吸了一下 ， 笑着对我和老公
说： “爸爸妈妈， 我知道你们的
良苦用心， 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
我， 可你们越是这样， 越让我感
觉心理压力很大， 万一我没考上
好的大学， 会觉得特别对不起你
们的。”

我和老公都吃惊不已， 虽然
我们尽量不想给儿子施加压力，
没想到无形中还是让他承受了过
重的心理压力。 最后我和老公决
定， 学会用平常心待之， 只要做
好后勤、 帮助儿子合理规划作息
时间， 其它方面还是按照往常的
生活习惯， 该怎样就怎样， 不要

因为家里有个高考生就搞特殊
化， 每天在见到儿子时就给他一
个微笑， 通过微笑传递我们的温
暖、 给予他力量， 增强自信。 这
样他方能轻装上阵， 马到成功。

于是， 我们的生活又回到了
以前， 每天晚饭后， 一家三口一
起去外面呼吸新鲜空气 ， 散散
步， 聊聊天； 有时双休日还带着
儿子去逛逛街， 做些有益身心的
运动。 儿子是个体育迷， 我们并
没有因为考试而一味地 禁 止 ，
而 是 让 他 适 当 地 看 看 体 育 节
目 ， 以 此 缓 解 紧 张 情 绪 ， 放
松绷紧的大脑。

现在， 儿子的笑声又回到了
家里， 有时听到他哼着几句轻松
歌曲时， 我们一家人感到高兴极
了。 昨天晚上在吃饭时， 儿子面
带笑容地看着我们 ： “谢谢爸
妈， 你们放心， 这次高考我绝对
不会让你们失望。” 看着儿子自
信轻松的神态， 我们全家的心也
就放了下来。

剪刀圆我人生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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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岁月

我参加工作的40多年里， 有
30多年是从事基层工会工作。 前
不久， 我翻开了档案， 在存了几
十年的工会工作资料中， 组织开
展劳动竞赛的资料占到70%。

有的是年度开展劳动竞赛的
总结、 有的是在市出版印刷系统
工作会议上的经验交流材料、 有
的是参加首都印刷行业厂际劳动
竞赛的经验介绍。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全社会
大搞经济建设， 全市组织了包括
中央、 部队及市属印刷企业在内
的厂际同工种竞赛， 比学赶帮超
掀起高潮。 开始我厂只有20%的
印刷机能达到市里规定的先进线
水平， 后上升到50%， 最后上升
到80%以上。

对开双色胶印机一年内两次

获得冠军， 四次获得亚军， 胶印
车间荣获过全市冠军， 制版车间
也多次荣获全市第一名。

回顾以往在工会工作中组
织开展劳动竞赛， 确实是工会
工 作 的 强 项 ， 这 种 优 良 的 传
统 强 项 至 今 仍 继 续 传 承 和 发
扬光大。

□郝宝璋 文/图

组织开展劳动竞赛
是工会的强项

万万没有想到， 我的一篇拙
作 《有一种花在剪刀里开出年
味》， 获得了全民阅读协会征文
三等奖。 思绪绵绵， 抚今追昔，
感慨万千。

我八岁那年， 小姨想买一个
花鞋底样。 我跟着她一块儿到小
摊上看那些图样。 我带着羞涩和
怯懦小声对小姨说 : “这些我都
会剪。” 小姨摇着头表示不相信。
为了证明自己的 “清白”， 我就
拿起了剪刀在彩纸上剪来剪去，
剪出了花鞋底样。 小姨拍着我的
肩膀说： “这丫头的手还真巧。”

原来我到同学家总看他们家
窗户上的剪纸， 红红火火， 我觉
得好看好玩， 就爱上了它。

从那以后， 我就开始剪出各
种图案的窗花， 剪出各种花草、
动物图形底样送给邻居的大妈婶
子， 给她们做花鞋、 缝花帽。 我
妈妈是老师， 我总是背着老师妈
妈， 躲在小屋子里， 悄悄地用作
业本剪刻。 一次一次地剪， 一次
一次地刻。 从花草、 动物一直到
课本里的人物。 给小伙伴们看了
都说挺像的。

我师范毕业以后， 被保送到
北华大学美术系。 正规的专业学
习为我这随心所欲的 “自由人”
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 《莲年有
鱼》、 《花篮图》、 《五鹤献寿》、
《二龙戏珠》、 《双鱼贺岁》 五幅
剪纸作品先后获奖， 并收入 《榆
树志 》、 《榆树市乡镇志 》 中 。
近些年来从题材分散的作品转换
到 《红楼梦群芳谱》 系列、 《西
游记 》 系列 、 《三国演义 》 系
列、 杨柳青年画系列等， 我还被
评为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榆树
市作家协会会员。

每一幅作品里都有我的汗
水， 更多的是对剪纸的痴情， 对
纸花的呐喊。 这花， 在腊月的爆
竹声里渐次盛开， 同烟花一起璀

璨， 同岁月一起绽放； 这花， 以
各种喜人的姿态尽情怒放， 不骄
不躁， 不温不火， 散发着独有的
气息和力量， 昭示着人们美好的
愿望与喜悦； 这花， 你说它没有
生命， 看上去， 它却那么栩栩如
生， 你说它没有脉搏， 摸上去也
是那么令你心潮澎湃； 这花， 不
需要浇灌， 也不需要剪裁， 它自
己生来什么样， 就是什么样， 也
不继续生长， 四季如一日， 但也
从不枯萎； 这花， 在民间这块肥
沃的土壤里， 一直被传承， 一直
被追认， 一直被看重； 这花， 却
在玻璃上安静呈现、 在窗户上默
默盛开。 它像一把稻谷眷恋芬香
的泥土， 像一杯烈酒缠绵一副心
肠， 像一挂鞭炮喜庆一个节日，
一张张吉祥的窗花被剪出来， 让
儿时的记忆呼唤出来， 被热闹的
场面火爆出来， 被我的激情燃烧
出来。

一把剪刀的生涯， 让我领悟
到剪纸是中国民间流行的一种历
史悠久的镂空艺术， 是中国民间
的艺术奇葩， 是中国人祈福与祝
福的符号， 是几千年无数代劳动
人民口授心传、 约定俗成的生活
文化史。 它以独有的气息风韵，
传承着华夏文明的风骨， 沿袭着
民间风情的韵律。

它也正以无可替代的文化价
值扎根在璀璨的炎黄疆域， 亮出
一个荡气回肠的亘古与伟岸， 彰
显着古老文明一路走来的坚韧、
厚重与博大。

时光荏苒， 岁月交替。 若干
年后的今天， 窗花貌似正在悄然
地淡出生活的舞台， 而逐渐成为
了一种 “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收
藏艺术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