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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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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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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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喜伍/文 杨保川/图

过去的那股认真劲儿

■工友情怀

■图片故事

□佟才录 文/图

■青春岁月

以德报怨

□盛丽秀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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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和年近八旬的老母亲
聊天， 她说有时会想起建国初期
搞社会主义建设时吃大锅饭的日
子， 会想起公共食堂， 想起那些
窝窝头、 白菜汤……

而我关于食堂的记忆应该是
从上个世纪学生时代开始的。 那
时高中我就开始住校， 每天一日
三餐都要到学校的食堂凭着饭票
排着队打饭。

那个时代也许是大家肚子里
少有油水， 吃什么都香， 有时吃
着馒头米饭， 哪怕不吃菜也能过
得去。 其实那时的食堂菜也确实
单调 ， 白菜炖粉条 、 酸菜炖豆
腐、 土豆汤、 萝卜汤什么的， 有
时菜里有零星的几块肉， 我们就
会吃得特别满足。

当时可没有浪费粮食这回
事， 每顿饭都光盘， 我们打扫饭
菜如风卷残云， 有时偶尔学校包
一顿包子什么的， 即便是素馅，
我们也狼吞虎咽。 要知道， 那时
是我们长身体、 长个儿的时期，

特别贪吃，总觉得吃不饱。有时那
些顽皮的男生在窗口打饭时会一
口一个“阿姨、阿姨”地央求盛饭
的食堂阿姨勺子装得满一些。

后来上了大学 ， 依旧吃食
堂 ， 而食堂的水准比高中好多
了， 每周有固定的改善日， 包子
饺子都会有， 公办大学伙食费又
不贵， 每天吃得津津有味， 觉得
特别幸福。

再后来参加工作， 那还是上
个世纪末， 我当时就职的一家公
司伙食标准非常不错。 每天中午
开饭时间， 每人带上一个托盘到
打饭处领餐， 一顿好几个菜， 属
于营养配餐， 青菜搭配鱼肉， 有
汤有粥， 主食还可以随意选择，
特别是每日午餐食堂还给每人发
一个水果。

虽然吃的也是食堂的大锅
饭， 但感受的是家庭般的贴己温
暖 。 当时的公司经理开会时曾
说 ， 食堂务必要做好员 工 的 餐
食 ， 大家吃得好才能工作好，

民以食为天嘛， 那话说着人心里
真暖呢！

直到现在还是怀念那些年在
食堂吃饭的日子， 无论是同学一
场还是同事一场， 无论当时吃的
饭菜质量如何， 只因大家一起共
餐而倍感那些岁月亲切难忘。 有

时回想那时大家一起有说有笑地
排队打饭 ， 一起坐在食堂里吃
饭， 会有一种同甘共苦的感觉。
“百年修得同船渡”， 其实共餐也
是一种缘分， 那些记忆值得永远
珍藏， 只因生命中有些日子大家
一起走过。

我8岁那年夏末的一个大雨
初停的午后， 我和狗蛋等几个小
伙伴一起去小河边放纸船玩。 我
们蹲在河沿上， 把叠好的小纸船
放入流淌的河水中， 小纸船顺流
而下， 漂向远方。

突然， 狗蛋脚下一滑， 整个
人一下子掉进小河里。 刚刚下过
大雨的小河， 河水暴涨， 足以淹
没狗蛋矮小的身子。 狗蛋在河水
中沉沉浮浮了几次， 就再也看不
到他的小脑袋瓜了。 我们都慌了
神， 没命地大声呼救： “狗蛋落
水了， 快来救人啊———” 由于小
河位于村子边上， 村子里的人根
本听不见。 这时， 从省城下放到
我们村的林婶从小河边的草坯房
里跑出来， 一边扣着衣服纽扣，
一边向我们奔过来。 我把狗蛋落
水的地点指给林婶看 ， 林婶就
“扑通” 一声跳进了河里。 狗蛋
得救了。

林婶救狗蛋的事儿很快传遍
了整个小山村， 小山村里所有的
人都觉得难以置信。

晚上， 我躺在被窝里， 回想
着发生在午后的惊魂一幕， 怎么
也睡不着觉。 这时， 我听到爸爸
对妈妈感叹： “林嫂真是一个好
人啊 ， 不计前嫌 ， 以德报怨 。”
妈妈也附和说： “可不是。 她刚
刚生了小孩， 最怕沾水了， 以后
千万别落下什么病根啊……”

我当时并不懂得什么叫 “以
德报怨”， 也不明白林婶救狗蛋
为什么就被称之为 “以德报怨”。
后来， 我长大一点儿了， 才渐渐
地听到了一些有关林婶的事情。

林婶是随着 “黑五类分子 ”
的丈夫一起下放到我们大队的。
狗蛋的爹当时是我们大队的书
记， 经常领着民兵对林婶的丈夫
进行游街批斗， 还把林婶的丈夫
派去做最 “差” 的工作， 去山里
炸石头， 最终林婶的丈夫被石头
砸残了一条腿。

狗蛋落水那天， 林婶听到我
们的呼救声， 顾不得坐着月子的
女人不能沾水的禁忌， 跳到冰凉
的河水里救起了命在旦夕的狗
蛋。 当晚，狗蛋爹娘领着狗蛋，拎
着一篮子鸡蛋和红糖去看望林婶，
并当着全村人的面，给林婶和林婶
的丈夫长跪不起。 狗蛋是书记家
唯一的宝贝儿子———命根子。

后来， 林婶的丈夫得以平反
昭雪， 返回省城。 返城那天， 全
村的父老乡亲们都去相送， 望着
林婶一家坐着汽车渐行渐远， 狗
蛋爹娘抹着眼泪说： “林嫂真是
一个好人！”

如今， 林婶已经80多岁了 ，
身体十分硬朗， 精神矍铄。 狗蛋
每年都去省城看望林婶一次， 狗
蛋说： “林婶以德报怨， 她的救
命之恩是一辈子也报答不完的！”

我曾是一名基建工程兵战
士， 参加过建设中南海 “519”、
毛主席纪念堂、 北京地铁等许多
有名的工程。

在部队的革命熔炉中， 培育
了我不怕苦、 不怕累的精神， 使
我养成了工作中的那股认真劲
儿， 这股劲儿使我受益匪浅， 影
响了我的一生。 也使我兵转工到
北京城建二公司物供分公司后，
也能较好地完成单位急 、 难 、

险、 重的政治任务。
从2003年的七昼夜抢建小汤

山 “非典” 医院到2008年的四川
抗震救灾援建， 再到2012年的北
京房山城关镇 “抗洪” 安置房建
设， 所有的物资采购、 供应保障
任务的难题， 都是部队的光荣传
统和经历以及军旅文化给了我和
我的工友们战胜这些困难的力量
和勇气。 那就让我说说过去当兵
时的那股子认真劲儿吧：

我们连队是个钢筋连， 连里
有专职的钢筋 “划线工”， 钢筋
绑扎施工基本上是照图划线， 按
线施工。 放料过程中， 竖钢筋立
在点上， 横钢筋放在线上。

当时， 连里没有专职的质检
员， 从战士、 班长、 排长到连长
人人都肩挎工具袋 ， 里面有盒
尺、 粉笔、 钢筋钩， 人人都按图
施工 ， 人人都能够进行质量检
查。 工地上几乎无废料， 掉下一

根绑线 （火烧丝） 或一颗钉子都
要捡起来。

那时没有钢筋套丝机， 电焊
也不多用， 基本是平行绑扎、 搭
接， 钢筋搭接是严格按照其直径
的36倍， 如果搭接长度不够， 要
返工 ， 如果搭接长度多了也不
行， 后边就没法用了。

那时现场基本也不加工钢
筋， 团里有专职工程师制定钢筋
加工表， 由我负责到师里钢筋加
工营联系加工、 提料， 数量上丁
丁卯卯没有富裕， 从钢筋加工表
到料牌非常详细， 部位、 编号、
直径、 形状、 尺寸等非常明确。

那时地铁施工积水坑较多 ，
钢筋弯儿也多 。 但尺寸做到不
差分毫 ， 数量上没有一根是多
余的， 包括小小的箍筋 （钢筋套
子 ） 都严格按图施工 ， 没有剩
料。

由于我担负着成品钢筋的提
货运输工作， 点验时都是小心翼
翼， 生怕出任何差错， 影响连队
的施工， 每次都要对成品钢筋的
数量、 直径、 长度以及弯曲部位
的长度， 对照加工表进行一对一
仔细的核对、 拿检尺点验。

为了使点验更加准确 ， 在
寒冬腊月我也不戴手套， 一根根
去触摸。 那时， 我的手上生了冻
疮， 至今还留有疮疤， 但更宝贵
的是 ， 我 也留下了当兵时的那
股认真劲儿。

那些年吃过的食堂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