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货”相亲记
□黄平安 文/图

■青春岁月

投稿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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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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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故事

妈妈 我想对你说
□徐海 文/图

英雄表哥
□李笙清 文/图

■工友情怀 ■家庭相册

□牛润科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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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三线
传承老军工精神

在夕阳下 ， 每当我 捧 起 这
张老照片 ， 就为我那些扎根三
线传承老军工精神的无悔岁月激
动不已。

那是在1976年的金秋10月 ，
我自愿从城市里的校门， 走进了
红山机械厂的厂门。 在报到时，
一位不戴领章帽徽的军人问我：
“你姓牛 ， 那你是哪家牛的后
代？” 我笑答： “那当然是杨家
将的后代了！” 他一愣， 又问我：
“你姓牛， 人家姓杨， 这分明对
不上号呀？” 可我一本正经地答：
“因为我们出生在雁门关下的人
们， 都是精忠报国的杨家将的后
代呀！” 逗得那位不戴领章帽徽
的军人扑哧一笑， 拍拍我的肩膀

说： “小伙子， 有个性， 我就要
你啦！”

让我感到荣幸的是， 我的师
傅竟然是一位在黄崖洞成长起来
的老军工 ， 从我们师徒俩见面
起， 他老人家不但给我讲太行革
命老区 “刘伯承工厂” 的创业故
事， 还给我讲被人们誉为中国的
保尔， 为新四军从事军工生产的
模范吴运铎的动人故事。 正是师
傅的言传身教， 让我更进一步坚
定了发扬热爱祖国、 无私奉献、
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 勇于攀登
的老军工精神的决心。

不久， 父母亲打听到， 我们
工作的山沟里生活条件非常艰
苦， 就赶快写信来追问我， 我立
即回信说： “父母亲大人， 工厂
领导和师傅们对我比亲人都亲。
尤其是我们的伙食很不错， 顿顿

有金黄金黄的长寿面可以吃， 你
们就放心吧！” 父母亲细读了我
给他们写的信后， 在回信里狐疑
地问我： “那长寿面又不是玉米
面 ， 怎么会是金黄金黄的呢 ？”
我又在回信里告诉他们： “因为
是胡麻油炝得过多了， 白面条就
染成金黄的了。” 后来父母亲才
放了心。

其实哪里有什么细粮可吃
呢， 蔬菜就更少能吃到了， 每顿
吃的都是用蒸汽机压的玉米钢丝
面， 住的是干打垒。 就是这样，
我们硬是挺过了那段最艰难的岁
月， 为我国的国防建设填补了多
项空白。

尽管几十年一晃而过， 可是
现在向孩子们讲革命传统的时
候， 我最想说的一句话是： “咱
们的老军工精神可不能丢呀！”

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正是
风华正茂， 血气方刚的年龄， 却
在最不愿意的地方做了最不愿意
做的工作。 于是， 渐渐地玩世不
恭起来， 蓄长头发， 穿喇叭裤，
提着录音机到处乱窜 ， 时间一
长， 便被周围的人称为 “二货”。

因为是 “二货”， 相亲屡次
失败， 我的心灵受到了重创。 半
年后 ， 大姐又给我说下一门亲
事， 定下日子让我去相亲。 相亲
那天早上 ， 我正准备跟领导请
假， 领导却找到我， 说是接到上
级通知， 今天有领导要到学校检
查工作， 并要搞一次观摩教学。
学校认为我是教学能手， 这一重
任只能交给我。

我一下子崩溃了， 请假的事
无法说出口， 相亲的事也只得改
期了。 好在当天我的情绪未受到
大的影响，胸有成竹，发挥自如，
赢得了领导和同事们的赞许。

周末回家， 我把事情的原委
告诉了大姐， 说让她和那个姑娘
解释一下， 重新约个日子吧。 哪
知大姐说， 你不去相人家， 人家
却去相你了， 而且相中了， 你就

等着见未来的媳妇吧。 我说我没
见过什么姑娘呀。 大姐说， 人家
就在那天的观摩团里头， 和众多
学校的老师在听你上课。

没过几天， 我在大姐的安排
下见到了那位姑娘， 真有点 “天
上掉下个林妹妹” 的感觉。 两年
后， 姑娘成了我的老婆， 我问姑
娘， 你听了我一堂课， 怎么就相
中我了？ 她说， 那天， 好多老师
和学生在听你讲课，你戴着眼镜，
瘦高的身材，讲课时抑扬顿挫，旁
征博引，循循善诱，挥洒自如，在
你身上，我仿佛看到了朱自清、焦
菊隐等名家的影子，真是太帅了，
我一下子就动心了。

看来 ， 有些事 ， 要顺其自
然， 刻意而为往往适得其反。

妈妈， 我想对你说， 你听了
千万别怪我。 在你离开一年半以
后， 我做主给父亲又找了个伴。

昨天， 我回家里去帮父亲搞
了搞卫生， 并带他洗了澡、 从里
到外买了身新衣服， 我真心希望
父亲以后的日子幸福、 快乐。 回
来的时候， 把你留下的最后几件
东西拿到自己家里来了。 姐姐送
你的旧手机、 小姨给的一条珍珠
手链、 还有孙女给你买的、 你却
没来得及吃光的半盒润喉糖， 因
为今天那个阿姨就要正式走进这
个家门跟父亲一起生活了。

妈妈， 你走了以后， 我们都
很想你。 我也亲见了一辈子都听
你拿主意的父亲， 变得多么无依
无助。 虽然生活上我们对他照顾
得很好， 但我还是能感受到他心
里的孤独和寂寞， 那是多少物质
上的给予和亲情上的关爱都无法
驱走的。 俗话说： 满堂儿女不如
半路夫妻， 虽然感情上我不想任
何一个女人走进这个家取代你的
位置， 但我还是理智地劝父亲再
找一个伴。

最初父亲是不愿意的， 他说
你这辈子跟他吃苦受累、 没享过
一天福， 不能你前脚一走、 他后
脚就找别人。 当年因为家贫， 22
岁的你才被迫嫁给成分不好、 并
且只有19岁的父亲。 那会儿父亲
祖辈曾是地主， 经过几次运动早
已落败， 但父亲身上却遗传了富

家子弟惯有的懒散和任性。
因为家庭的关系， 刚刚结婚

的你们就被下放到农村去劳动。
无数次听你说过， 那年冬天怀着
姐姐的你， 和父亲坐在破旧敞篷
汽车上颠簸2个多小时， 抵达了
那个小村子的情景。 生产队长无
比热情地接待了你们， 当着来送
你们的司机的面说： “请上级领
导们放心 ， 接到他们要来的通
知， 我们就把一切都准备好了。
日后缺什么少什么， 我们都会照
顾的。”

当你满心欢喜地拿着简单的
家当， 跟着生产队长来到那座破
败的老屋前， 才发现自己实在是
太天真了。 推开门以后的情景你
一辈子都忘不了， 房顶的秫秸上
挂满灰尘和蜘蛛网不说， 有几处
还露着天呢。那一晚，十分劳累的
你和父亲相偎着， 睡在那铺只有
一点温乎气的土炕上。后来你说，
那天父亲哭了，可你没有，因为你
知道眼泪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你们就这样， 开始了属于自
己的新生活。 之后那二十年， 你
们有了自己的新房子、 三个听话
懂事的孩子 、 和一份不错的生
活 。 1987年落实政策可以返城
了， 父亲本心不想回， 可你说回
城对孩子们未来的发展更有利。
如今我经营的这个小店， 就是你
一手创办的。 当你帮着我们三个
分别成了家后， 本该可以享享清
福了， 没想到却因积劳成疾， 猝
然离世。

妈妈， 现在夜已经很深了！
我总是这样， 每次在你面前打开
话匣子就刹不住闸。 我相信今天
跟你说的这件事， 你一定也能理
解 。 因为我们都希望最爱的亲
人， 能生活得幸福快乐不是？ 明
天还要早起， 我去睡了。 妈妈，
晚安！

“泥巴裹满裤腿， 汗水湿透
衣背， 我不知道你是谁？ 我却知
道你为了谁……” 每当这首饱含
深情的歌曲在我耳边响起， 我就
会想起我心目中的英雄偶像———
表兄金华。

金华表哥参加过两山轮战 ，
坚守过猫耳洞。 记得他还未复员
时， 一身戎装的照片让我羡慕不
已， 那枚闪闪发光的三等功军功
章 ， 让我的心里充满崇拜 。 后
来， 表兄在一次抗洪抢险战斗中
的表现， 使他在我心中的形象更
高大了。

那还是1998年， 长江遭遇百
年一遇的特大洪水， 在广大军民
沿江上下生死抗洪的关键时刻 ，
内湖也泛滥成灾， 全市乡镇村场
都被动员起来， 投入护堤抢险战
斗。 当时金华表哥也随抢险突击
队上了湖堤，查管涌，筑子堤，建
防浪网，不分昼夜坚守在大堤上。
那时我在镇宣办负责对外宣传报
道工作， 每天乘着镇机关的一辆
吉普车穿梭在湖堤和江堤之间，
采访本镇的前线防汛指挥部和基
层抢险抗灾群众， 及时将相关信
息写成新闻稿件， 提供给市报和

电台、电视台，进行宣传鼓动。
一天深夜突然接到指令， 有

一处涵闸出现重大管涌， 随时都
有倒塌溃堤的危险， 要我跟进作
现场采访报道 。 等我赶到大堤
时， 火把、 汽灯、 电灯照得涵闸
一片雪亮， 尽管电闪雷鸣大雨倾
盆， 但抢险群众毫不退缩， 都在
紧张地往正翻卷着污泥浊水的闸
口填充沙包土袋。 可包装物一丢
下去就被浪花卷走， 根本不能到
达水底漏处。 就在大家焦急万分
时， 市里前来指导的水利专家赶
到了现场， 说要派人下水探明管
涌点， 然后采用沉降法， 以数百
公斤一包的大型填充物填充才
行。 这时金华表哥主动请缨， 说
自己水性好， 又有军人体质， 最
适合下水探明险情。

狂风暴雨中， 金华表哥腰系
绳索下水了， 几番扎进水底， 又
数次被泥水呛得冒出水面咳嗽不
止。 可稍缓口气， 他就又一次扎

进水底。 终于， 他探明了管涌方
位， 将长竹篙扎在管涌处， 巨大
的填充袋顺着竹篙沉进水里， 一
袋， 两袋， 人们接力传递着土袋
沙包， 泛起的泥沙终于停止了疯
狂。

管涌堵住了， 险情排除了 ，
涵闸与湖堤转危为安， 湖堤内的
万亩良田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保住了。 事后， 我赶写的一篇现
场短新闻很快见报， 获得当年的
好新闻奖， 市电视台还对金华表
哥的事迹作了后续报道。

“谁最美， 谁最累， 我的乡
亲 ， 我的战友 ， 我的兄弟姐妹
……” 当年， 在长江大堤抗洪抢
险中， 高建成等部队官兵英勇捐
躯， 一首 《为了谁》， 唱出了人
们对子弟兵的深切崇敬， 也唱出
了军民的鱼水情深。 金华表哥尽
管是退伍军人， 但在我心里， 他
无愧于这首歌中被讴歌的抗洪英
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