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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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心是块田 □徐学平 文/图

捡来的媳妇
□李惠艳 文/图

“人心是块田， 种什么， 长
什么。” 这是母亲时常挂在嘴边
的一句话。 识字不多的母亲是个
地地道道的农民， 说实在的， 在
田间劳作了大半辈子的她是讲不
出什么大道理的。 然而， 就是这
句天底下最朴实的话语却足以让
儿女终生受用。

那年， 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
到一家国营流通企业 。 初涉尘
世， 对未来充满憧憬的我感觉一
切都显得那般美好， 于是， 我善
待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脏活累活
抢着干。

但好景不长， 也许是新人的
缘故吧， 我发觉自己竟成了大伙
排挤的对象。 那次， 我是怀着怅
然若失的心情回到乡下的。 “人
心是块田 ， 种什么 ， 长什么 。”
母亲正在自留地里不紧不慢地施
着肥， 讲这句话时她仿佛看穿了
我的心事似的。 “增加心田的养
分吧： 多想想别人对你的点滴相
助， 多想想别人给你的每一张笑
脸……心田需要这些养分的滋
润。” 四月的田野中散发出麦苗
的清香， 微风如温暖的手轻轻地
拨开了我心头的阴霾。

此后 ， 我一如既往地工作
着， 用一颗平和的心面对着周围
发生的一切。 渐渐地， 大家都因
为我的宽容而接纳了我。 同时，

我也因出色的工作得到了企业领
导的赏识并被提拔为一个部门的
经理。

在那个 “回扣” 风气日盛的
年月里， 作为部门经理的我自然
也无法摆脱。 有一天， 我以相对
较低的价格卖出了一批钢材， 当
客户拿到开好的调拨单后便心领
神会地塞给了我一个大 “信封”。
我美滋滋地回到了老家， 还特地
为 父 母 亲 捎 回 了 营 养 品 。 母
亲 知 道这一切的时候 ， 她什么
也没说， 只是叫我陪她一起下地
去锄草。

烈日下的母亲挥汗如雨， 她
告诉我人心是块田， 种什么， 长
什么， 沃土里既能长出庄稼也会
长出杂草。 欲望的种子往往在不
经意间随风飘落， 一旦扎根于你
的心田， 它将会长出浮躁的叶 ，
开出虚荣的花， 结出贪婪的果。
那一刻， 我深深体会到了母亲的
良苦用心。 回城后我连忙退还了
我的不法收入， 也正因为如此，
我才在以后的查处中没出问题，
说来还真的要感激我的母亲了。

人心是块田， 种什么， 长什
么。 在今天这个喧哗扰嚷的世界
中， 你可能无力扭转世风， 但你
必须精心呵护心中那块绿地， 少
一点冷漠， 少一点欲望， 心田的
土地应该是松软的、 潮湿的……

□牛润科 文/图

单身楼里的
三剑客

■青春岁月

■家庭相册

□汪志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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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出走

前几天， 翻家里的老照片 ，
翻着翻着， 竟回忆起了我和妻子
很 “老套” 的爱情故事……

那是1986年， 刚20出头的我
因为喜欢文学创作， 参加了 《未
来作家》 文学刊物的文学创作函
授培训班。

一天， 我照例收到函授培训
班寄来的内部刊物 （专供培训班
学员发表习作 ）。 阅读过程中 ，
我对其中一篇习作的观点有不同
的看法， 便根据习作后面所附的
作者通讯地址， 写信和远在甘肃
的女作者商榷。 半个多月后， 我
收到了这位女作者热情洋溢的回
信。 在信中， 她感谢我提出了不
同的观点， 同时告诉我， 自从她
的那篇习作发表后， 她收到了很
多来信， 但全部是千篇一律的赞
扬信 ， 只有我一人唱 “反调 ”，
所以她回了信。

从这以后， 我和这位数千里
之外、 从未谋面的女作者开始了
书信交流。 从交流中得知， 这位
女作者是一位不到20岁的年轻姑
娘， 也喜欢文学创作， 共同的爱
好让我们在书信交流中有了更多

的共同语言。 随着书信交流越来
越频繁， 我们之间的感情也逐渐
加深， 先是文学， 变成了以后日
渐萌发的爱情。

终于有一天 ， 姑娘给我来
信， 说大西北甘肃贫困落后， 希
望我从北京到大西北甘肃发挥自
己的聪明才智 （当时我在北京一
家院校学习企业管理）。 有道是
“好男儿志在四方”， 接到信后，

我二话没说， 就告别了家人和朋
友， 于1987年来到了茫茫的大西
北， 见到了这位虽从未谋面， 但
彼 此 之 间 早 已 非 常 熟 悉 的 女
文友。

也许是爱情的力量， 不久我
便和这位女文友喜结良缘 。 从
此， 我就在大西北扎下了根。 话
虽说的容易， 可刚来时， 生活上
很多方面都不习惯， 比如天气太
寒冷 （冬天零下20摄氏度）， 一
年四季极少下雨， 沙尘遮天蔽日
是常有的事。 很少买到大米， 又
不会做面食、 不会生煤炉等等，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也就慢慢习
惯了。 如今， 28年过去了， 我也
从当年20刚出头的愣小伙， 到了
眼下的知天命之年。 这其间， 我
在行政机关当过干部、 在小企业
当过厂长、 在大企业当过部门经
理， 早已成了地地道道的大西北
人。 而我们的女儿， 也已长大成
人， 大前年高考时， 女儿以618
分的高分， 作为所在县的文科状
元， 被国内一所名牌大学录取。

人生如诗， 岁月如歌。 我们
那个年代的老套爱情故事， 成了
我一生中最美好的难忘回忆……

这幅老照片拍摄于上世纪80
年代初， 记载了我们三个好朋友
在单身楼里的真情故事。

我 (正中) 是 “小田” (左)
和 “肖三 ” (右 ) 的 “牛哥 ” ，
我们同在一个工厂工作。 当时，
尽管我们各自的收入不高， 可不
分彼此， 经常凑在一起享受 “共
产主义盛宴”。 尤其是在那个雷
雨交加的夜晚， 肖三被雨水淋成
落汤鸡地到女单身楼求爱的壮
举， 没感动姑娘， 却把我和小田
感动得一塌糊涂。

在一次青工乒乓球赛中， 小
田一举夺冠的精彩表现， 竟然迷
得厂托儿所的 “所花 ” 非他不
嫁。 在那个青春绽放的年代里，
我们一起穿着越洗越亮的劳动布
工作服追女孩 ； 为了把 “四人
帮” 耽误了的学习时间抢回来，
我们一起到职工夜校里拼命地学
文化； 为了 “实现四个现代化”，
我们一起铆劲儿地参加青工技术
比武， “小发明、 小革新、 小改
造、 小设计、 小建议” 竞赛， 以
及在完成急难险重研制任务的各
项竞赛活动中争标兵。 我们的生
活仿佛充满阳光。

不过让我最难忘的还是1981
年11月16日， 在这一天， 我国女
排力挫东道主日本队， 夺得第三
届世界杯女排冠军， 当我们从收
音机里得知这个喜讯后， 就和单
身楼的全体年轻人聚集在灯光球
场上狂欢到深夜。 为祖国骄傲，
为女排自豪。 回到宿舍后， 我们
兄弟三个又拿出各自珍藏的酒、
午餐肉罐头和花生， 为中国人第
一次在三大球项目中夺冠狂欢到
天亮。

现在回想起那些令人振奋的
日子， 我们兄弟三个拼命地工作
一整天， 盼的就是傍晚下班后赶
到单身食堂买好饭， 就直奔单身
楼前工厂仅有的那台电视机前，
收看比赛重播。 每看一次， 我们
都随着女排姑娘的精彩表现激动
不已。 从那时起， 我们每天学的
是女排， 唱的是女排， 争做的是
女排 。 就是在女排精神的鼓舞
下， 我们兄弟三人都在填补我
国国防空白的攻坚战中立功受
奖， 为我们的人生写下了最耀眼
的一笔。

由此， 我们被称为单身楼里
的 “三剑客”。

侄子在部队当兵6年， 中间
回来过一次， 是我可怜的大哥在
一次意外的车祸中去世时。 看到
侄子伤心欲绝的样子， 我的心都
碎了 ， 多次告诉他人死不能复
生， 要振作起来， 为死去的爸爸
争口气， 在部队一定要好好干。

虽然我和侄子的年龄相差无
几， 但侄子对我的话还算是言听
计从， 总算没有辜负我的一片希
望， 多次在部队立功受奖。 每年
部队也会按时把喜报和节假日慰
问信寄到我的手中， 我真的为侄
子的出色表现而感到高兴。

侄子这次回来， 主要是我们
劝说嫂子 ， 大哥已去世这么多
年， 不要再一个人孤单地生活 。
给她介绍了个对象， 大嫂非要等
儿子回来， 征求他的同意。 自然
侄子对这个继父还比较满意， 在
大嫂结婚后， 就已买好火车票，
准备第二天就回部队。

无巧不成书。 就在侄子到我
们居住的小城准备搭车离开时，
他在路边发现有一位老大娘晕
倒。 侄子二话不说， 打电话叫来
120， 将老人送到医院。 正准备
给老人交押金的时候， 侄子发现
自己的钱包、 士官证和火车票全
没了， 于是给我打电话， 让我带
上2000元钱速到市医院。

赶到医院， 我看到侄子已经
是满头大汗， 顾不上说清怎么回

事， 就让我先交了押金。 我正准
备问他怎么回事的时候， 他的电
话响了， 是部队打来的， 问他回
不回部队。 侄儿无奈地说， 自己
的车票不知道什么时候丢了。 部
队的那位同志哈哈大笑起来， 说
我就知道你的车票丢了， 刚才你
们那里的派出所打来电话说， 有
人捡到交到了派出所， 你赶紧去
取。 看着侄子那颗悬着的心终于
放下， 我感叹这个社会还是好人
多啊。

侄子把事情的经过简单地告
诉我， 并让我在医院等着那位病
人的家属， 自己就径自奔派出所
而去。

病人从手术室出来不久， 一
位身材苗条， 长得十分俊秀的女
孩走进病房， 见到那位病人还在
昏迷之中， 不由得大哭起来。 她
告诉我， 那位病人是她的母亲。
母亲是第一次进城， 今天早上正
准备带她到医院检查， 却在路边
捡到一个钱包， 打开一看里面是
士官证、 火车票和钱。 她心想丢
的人一定着急， 就让母亲在路边
等着， 她把捡到的东西交到派出
所去， 谁成想……听完女孩的叙
述， 我一下子愣住了， 世界上怎
么会有这么巧合的事情， 真是好
人终会有好报。

后来， 那位美丽的女孩成了
我的侄媳妇。

爱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