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友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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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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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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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张10年前的老照片，
当时老徐是我们的车间主任。

老徐2005年到液体车间当
主任， 2005年车间GMP跟踪检
查， 2006年GMP换证的几次重
大任务都赶上了。 说是老徐其
实不老， 大概是因为他成熟老
练， 办事沉稳， 所以都习惯叫
他一声： “老徐”！ 老徐干工作
有个特点： 实干、 苦干加巧干！
你别不信， 通过那段时间的紧
张工作， 还真让我见识了他的
“英雄” 本色！

当年的6月2日， 临近现场
检查只有两天时间了 。 上午 ，
老徐将拟好的现场检查预案给
大家从头至尾讲了一遍， 然后
吩咐现场人员全部集中精力打
扫卫生， 预案涉及人员抓紧进
行一上午的生产操作和应答培

训。 老徐给大家培训了一上午，
下午检查现场卫生， 有不满意
的地方指派人及时清洁。 检查
到一般区走廊， 他忽然发现天
花板上的送风口还没有清洁 ，
只顾洁净地面， 还没顾上抬头
往上看。 老徐二话没说， 搬张
小桌就上去了， 两手啪啪啪像
拔鸡毛似地把风口上的铝合金
栅栏一片片抽了下来， 然后要
来喷壶加上水， 手持板刷仰面
向上边喷边刷 ， 还果真见效 ，
黑漆漆的污垢层层剥落 ， 再看
老徐头上、 脸上、 白褂子上黑
水污垢搞得满身都是， 白褂子
成了黑褂子了 。 见此招见效 ，
我赶紧效仿 ， 老徐连忙拦住 ：
“就脏我一个好了， 你们快忙别
的去吧！”

就这样， 两个钟头过去了，

走廊5个顶头风口都被他冲洗得
干干净净。 看老徐弄得灰头土
脸一身脏， 真可惜没有数码相
机照下来， 绝对好镜头， 徐主
任成了 “黑老包了”！

6月3日晚上， 现场布置完
毕， 领导们轮番检查。 孙厂长
在检查时发现外包装成品暂存
间因送风过大， 风压使门缝发
出刺耳哨音 ， 要求赶快处理 。
我们顿时慌了神， 怎么办？ 密
封门缝？ 还是上夹层去堵风口？
正拿不定主意呢， 老徐跑进来
了， 他转着瞧了一圈， 忽然指
着近门口的一个风口命令： 把
这个风口拆了重装 ！ 这行吗 ？
我们将信将疑赶紧登梯子紧拆
风口， 卸下栅栏式铝框， 一抽
风口挡板， 风呼拉上去了， 再
一听哨音， 还真的一点都没有

了， 原来那是个泄风口， 至此，
我们才恍然大悟， 原来老徐急
中 生 智 ， 堵 风 不 如 泄 风 啊 ！
“高 ！ 妙 ！ ” 同 事 由 衷 赞 叹 ：
“嘿， 领导就是领导！”

6月4日晚上 ， 车间现场检
查结束， 老徐被叫去开会总结
讨论。 员工们一个个都回去了，
只剩下我和宋金翠在办公室守
候等待回音。 9点多钟， 老徐哼
着小曲回来了 ， 看来很顺利 ，
没这么高兴过呀！ 老徐进来满
面春风： “怎么样？ 咱布置的
现场没问题！” “领导够自信的
啊！” “领导？ 你们谁把我当领
导？ 跟我争着用电脑， 争着要
人手……检查顺利 ， 也没人表
扬两句？” “我们表扬你呀？ 还
不准备请客犒赏三军？” 几个人
开怀大笑！

怀念姥姥
□张翔 文/图

■家庭相册

我大约两三岁时开始记事。
姥姥是我印象里认识的第一位女
性。 姥姥的淳朴、 善良和坚强，
给了我终身的影响。

那时， 姥姥家在西城区宫门
口往北的翠花横街留题胡同8号。
那是一个不规则的大四合院， 住
着9户人家。 姥姥家在院东北角
一间平房里。

姥姥一辈子没参加过工作，
姥爷去世早， 她就含辛茹苦地拉
扯我妈我舅6个孩子， 一直没再
嫁人。 到有了我们， 那时我爸在
北京列车段当列车长跑车， 我妈
在首钢公司当化验员， 姥姥就大
包大揽， 全方位照料我们几个孩
子的吃喝拉撒睡。

姥姥是出色的烹饪家， 做得
一手地道的老北京饭菜。 像米粉
肉、 炒雪里红、 脂油包等， 我们
都百吃不厌； 姥姥用茴香馅蒸的
“小老鼠”、 用 “灯笼红” 圆萝卜
馅包的饺子， 更是给我留下了美
好的回忆。

姥姥不挣钱， 而花钱却从不
计划。 我们的经济来源靠我爸妈
每月送来； 还有几个姨、 大舅寄
钱来。 “8号院赵奶奶———拿戳
儿！” 邮递员一声喊， 喜从天降，
我们从姥姥手里接过她老人家的
名章， 飞出屋去， 到大院门口取
回汇款单。 我们知道我们的节日
到了！

从邮局支回钱来， 姥姥马上
吩咐 ： “去 ， 买好吃的 ， 买白
面、 买点心、 买肉！” 除了主食

还买副食品和水果 ， 买熏豆腐
干、 买冻得硬邦邦的大柿子， 回
来搁在盆里放上自来水拔出一层
冰壳来吃。 不几天钱就花光了，
我们又回到了 “旧社会”， 顿顿
窝头咸菜。 每月过一回年， 每月
也得拿出许多天来忆苦思甜。

姥姥人缘极好， 和街坊们处
得和谐融洽。 她在房前空地上种
了一架葡萄。 等到中秋节前葡萄
熟了， 飘着玫瑰花味儿的清香，
姥姥就组织我们登上高椅， 一串
串剪下来 ， 摆放在大搪瓷盘子
里 ， 挨家挨户送给同院儿的人
们， 然后才让孩子们解馋。

姥姥勤快， 打扫院子不分你
家我家 ， 左邻右舍的台阶 、 过
道、 犄角旮旯， 她都一并打扫得
干干净净 。 后来我们稍大了一
些， 洒扫庭除这 “重任” 就 “转
包” 到我们一群孩子身上， 虽远
达不到姥姥那样的保洁标准， 却
传承了与邻为善的美德。

7岁那年， 我在北京铁二小
上学了。 学校就在西城区青少年
体校附近 ， 要走约20多分钟路
程 。 姥姥从此搁浅了她清晨的
“回笼觉” 乃至晌午的午休， 天
天盯着提前做饭， 打整我上学。
放学回来， 姥姥家又成了我们的
学习小组， 三四个同学趴在姥姥
那张破旧的小地桌上， 学司马光
砸缸、 学小明和小红共买了6支
铅笔……姥姥把洗好的满满一盘
海棠果放到小地桌旁 ， 边纳鞋
底， 边用慈祥的目光爱抚着我们
……

40多年过去了， 那位身穿蓝
色斜襟布褂 、 梳纂儿 、 背有些
驼， 一向操劳忙碌， 一生无怨无
悔的外祖母的品格及形象， 永恒
地铭刻在我心中。

■青春岁月

10多年前的那个夏天， 一向
成绩不错的我居然只收到了一所
普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失意加
上落寞， 整个暑假对我都成了煎
熬。 好不容易熬到要开学了， 我
赶紧收拾我的生活物品， 我是那
么急切地想从家里逃遁出去， 因
为我能读懂父母心里的那种失
意， 我感觉我的存在只是对他们
心中的那种期望的一种刺痛， 他
们已经够辛苦， 我怎么还忍心看
得下去？

要离开家了， 看着整理出来
的包包裹裹， 母亲却是首先流了
泪 。 情绪难抑 ， 就那么抽抽泣
泣 ， 一直不止 。 父亲是个暴脾
气， 最看不得母亲这样， 喊： 孩
子大了， 总要离开父母， 有什么
好哭的？ 她又不是不回来。 母亲
点头说， 我知道， 可是毕竟是孩
子第一次走那么远。

父亲不再辩驳， 只是闷头提
我的行李箱。 早在几天前， 父亲
就请好了假， 为的是要亲自送我
去学校。 尽管我一再表示完全可
以自己去， 可父亲不理， 依然执
拗他自己的决定。

母亲平日里最是依顺着父
亲， 却是那日， 再不听父亲说的
“家门口送送就行了”， 执意地跟
着我们去了车站。 上车， 安置行
李， 坐定， 回转头的瞬间， 看到
母亲站在车外， 眼里噙着泪， 我
的心也酸涩不已。 其实一直以来
我是多么希望能做个让父母骄傲
的孩子， 可是， 事实与理想的大
相径庭已经让我只能沉默， 我还
能说什么呢？ 我不知道怎么劝慰

母亲， 我知道说什么都是空的。
向母亲挥手告别， 看着车子离母
亲一点点变远， 我的眼泪再也忍
不住了。

坐在车里， 父亲起始是沉默
的， 可能是看我流了泪且忧伤难
抑， 从来果敢的父亲开始絮叨起
来。 父亲揉了揉眼睛说， 有啥好
伤心的？ 三年的时间转瞬即逝，
你好好上学， 别总认为学校不咋
地， 依我看， 好着呢。 学习就是
个态度问题， 只要想学， 在哪儿
学又有什么关系？

父亲说， 你别看你妈平日里
嘴碎， 不经意间总埋怨你， 其实
她可心疼着你呢。 只是哪个父母
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飞得更高更
好？ 父母啊， 就是逼着孩子成才
的鞭子， 总要不时地 “鞭挞” 你
几下， 要不然岂能放心？ 可真正

你要离开她了， 她终究是伤心、
不舍， 心疼、 不安的。

父亲说， 在学校， 不比在家
里。 家里有父母呢， 什么事都能
为你挡着； 在外面， 什么事都得
靠你自己， 要好好学习， 要团结
同学， 要面面兼顾， 什么都好好
着， 更别亏待自己。

父亲说， 别像放了线的风筝
一样， 在外面了， 就不着家了。
放了假， 要常回家看看……

我一直认为父亲是最沉默少
话的， 可这一次离家， 却让我强
烈地见识了父亲的“唠叨”，也让
我第一次那么真切地读懂了父母
亲对我深沉的爱， 以至于许多年
过去我依然记忆犹新， 它让我觉
得， 这一路走来， 我从不孤单，
而无论我走得成功与否， 这一份
爱， 也会永远与我不离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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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 家 的 日 子
□管洪芬 文/图

□马德生 文/图

老徐主任二三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