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网上流传着一个视频感动
了很多人， 题目叫做： “我的爸
爸是个骗子”， 内容大致讲： 爸
爸很好 ， 可是他撒谎了 。 他撒
谎， 说他有个好工作； 他撒谎，
说他很有钱 ； 他撒谎 ， 说他不
累 ； 他撒谎 ， 说他不饿……其
实， 他只是不想让女儿担心。

都是一些生活中的小事， 却
让人忍不住泪水模糊了双眼。 突
然想问，你的爸爸，也是骗子吗？

我上小学的时候， 家里做贩
卖皮鞋的生意， 每天一大早， 父
亲和母亲就会去赶集卖鞋。 五天
里有一个大集 ， 一整天才能回
来。 每到这天， 我们姐弟几个很
兴奋， 兴奋的原因是， 父亲回来
时会带回好吃的， 要么是一个西
瓜 ， 要么是兜黄瓜 ， 有时是糕
点， 有时也会带条鱼回来炖。

那时候农村能吃上这些， 简
直就像过年啊。 每到那天， 我们
就会兴奋地等在门口， 眼巴巴地
张望着父亲回来， 一见到他赶着
驴车的影子， 就飞奔过去， 边问
边猴急地在车兜里扒拉。 我们吃
着父亲带回来的各色美食， 嘴巴
吧唧的直响， 父亲看着我们的吃
相， 笑着骂我们馋猫儿。

我常常问父亲中午在集上吃
的什么， 父亲总会绘声绘色地告
诉我， 吃的烩饼， 加两毛钱就给
切上几刀肉， 用葱花儿那么一炝
锅， 香半里地； 吃的烧饼， 捧在
手里吃， 酥得掉渣儿……我听的
眼都直了， 仿佛面前就是跳动着
的加了肉丝的烩饼 、 酥香的烧
饼， 它们在那里挤眉弄眼， 勾得
我魂都要丢了， 把绽放到唇边的
口水， 又狠狠地咽了下去。

我简直太羡慕父亲了， 心里
暗暗计划着要跟父亲赶一次集。
机会来了 ， 在我的软磨硬泡之
下， 寒假里有一天父亲对我说：
“也好， 冬天赶闲集的人多， 去
帮着看看小偷儿也好！” 就这样，

我跟着父亲， 一大清早坐在满是
鞋箱子的驴车上，乐颠颠地去了。

路真的好远， 不知道走了多
久， 脚都冻得失去了知觉， 终于
到了集市上。 鞋摊刚刚出好， 集
上人还不太多， 我就开始盼望中
午了。 可是好难熬啊， 我不住地
看太阳往南边靠了多少， 可它就
像个八十岁的老太太， 一步挪不
了三指。 父亲忙着招呼顾客， 我
问了三次快中午了吗？ 他也没顾
得上揣摩我的意思， 只说： “早
着呢！ 不让你来， 你非来， 来了
又烦了吧！”

直到我坐在架子后面的纸箱
子上等得快睡着了， 父亲回头问
我： “饿了不？” 我还不好意思，
磨蹭着说不饿 ， 其实 ， 说这话
时， 嘴里的口水已经翻了花儿。
我看着父亲往烧饼摊儿走去， 给
我带回一个满是芝麻的烧饼， 只
是瞅了一眼， 我就忍不住咽了一
下口水。 我坐在架子后面一小口

一小口地品尝着烧饼， 直到快吃
完了， 才想起让一让父亲， 父亲
说： “我常吃， 早吃够了。”

收完摊儿 ， 父亲让我看着
车， 他又去买了两个大火烧， 一
个夹肉， 一个不夹， 还给我买了
一包瓜子。 父亲将那个夹肉的给
了我。 路上， 同是赶着驴车卖鞋
的人们一起走， 边走边聊天， 那
个在我们车后面的叔叔跟我说：
“你看你爸多疼你， 又给你买瓜
子， 又买驴肉火烧吃， 他自己平
时连饭都舍不得吃！ 长大得孝顺
你爸！”

我突然一愣： 爸平时连饭都
不肯吃？ 父亲嘿嘿一笑： “跟孩
子说这干嘛！”

我心里一酸， 想着他说的那
些在集上吃的好东西， 可是……
我把夹肉的火烧给他， 他说不爱
吃， 我赌气似地说， 你不吃我也
不吃 。 他才肯咬了两口 ， 那一
路， 我磕着瓜子， 想着父亲不吃
午饭的那些集日， 心酸了一次又
一次， 就一次次地把剥好的瓜子
硬往父亲嘴里塞。

后来， 不知道过了多少年，
母亲跟我聊天， 说起那时候去赶
集中午很少舍得吃饭， 就想着自
己饿一顿省下两块钱买一些吃的
带回去， 给孩子们吃。 我的心又
酸了， 那时候我们吃的美味都是
父母这样饿着肚子省下来的。

这么多年， 不知道父亲骗了
我们多少次， 慢慢的， 慢慢的，
不经意间就会在生活中发现， 又
被他 “骗” 了。

可那些最终被揭开的骗局，只
需一想，就让心里，酸一下，暖十分。

爸爸是骗子

奋战在西客站的
日日夜夜

■工友情怀

每当我翻阅老照片时， 看到
与原铁道部西安机车车辆工厂招
待所所长刘悦捷、 张富华等同志
在昌平工厂大门口的合影时， 总
会让我回忆起奋战在西客站主门
楼工程的情景。 我仿佛看到西客
站楼顶上金碧辉煌的三重檐四角
攒尖方亭， 熠熠生辉的莲花宝顶
以及西客站宏伟高大的建筑群。

西客站是国家 “八五” 计划
的一项重要城市基础工程。 1993
年1月19日， 伴随着西客站开工
奠基， 多家建筑公司会战西客站
工程的序幕拉开。 我所在的原铁
道部昌平机车车辆机械工厂有幸
中标西客站 “主门楼工程”。

这一工程， 通俗讲， 就是要
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2200吨钢结
构生产制造任务。 没有成型的工
字钢， 要用钢板切割焊接拼装成
工字钢， 任务非常艰巨。

为确保任务的完成， 全厂干
部职工决心 “出大力流大汗， 誓
为西客站做贡献， 不完成任务决
不下火线”， 全力投入到了 “主
门楼工程” 中。 由于工期紧任务
重， 工人技术力量难以满足生产
需要。 人事厂长马长名电话请求

原铁道部西安机车车辆工厂支
援 。 西安厂接到电话 ， 二话没
说， 挑选出优秀的自动焊工、 手
工焊工， X光检测工组成了骨干
队伍，还有7名炊事员负责后勤保
障， 真是雪中送炭、 全路一盘棋
精神的集中体现。

自此， 昌平工厂钢梁车间呈
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车间灯火通明、 机器轰鸣， 24小
时连轴转， 歇人不歇 “马”。 技
术攻关组和生产一线的工人师傅
更是干劲十足。 加工制造的钢结
构杆件 ， 精度要求高 ， 1.6万个
钻孔， 孔对孔， 穿销定位， 必须
一次成功。 钢板的焊缝全部经X
光拍片检查， 焊接质量达到国家
甲级标准 。 工人师傅不仅 工 作
做 到 精 益 求 精 一 丝 不 苟 ， 为
保证1.6万个孔穿销成功 ， 万无
一失， 还在制造现场将2200吨钢
结构杆件的次桁架进行试拼装。

2200吨钢结构杆件制造完成

后， 这超长、 超重、 超宽的 “庞
然大物” 要运送到西客站， 困难
重重。 运输车队凌晨3点从昌平
厂区出发， 前方警车开道， 重车
跟随， 小车收尾， 浩浩荡荡的车
队一路绿灯。 早7点就将当日拼
装的钢结构件顺利运到西客站
工地。

1994年12月31日， 工厂宣布
提前9天全部完成 “915工程 ”，
并受到北京市有关部门通报表
扬。 喜讯传来，团结奋战3个半月
的工友们难以控制激动的心情，
全场一片欢腾，庆祝任务完成。

今天再看看这张照片， 与西
安厂工人师傅们结下深厚的情谊，
这是多么珍贵美好的回忆。

1996年1月21日 ， 西客站正
式运营。 历经运营20载， 西客站
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的人口集散
地和交通枢纽之一 。 希望西 客
站 继 续 为 我 国 旅 客 运 输 做 出
更大的贡献！

十年前的一个秋季， 我作为
教育系统的一名志愿者， 来到了
云南迪庆一个偏僻的小山村， 当
了一名支教老师。

出发那天， 坐了十多个小时
的火车和八个多小时的汽车之
后， 总算到达了我所支教的一所
山区小学。 一下车， 校长夫妇就
热情地把我接到家中 ， 嘘寒问
暖， 让我很是感动。

第二天 ， 安顿好我的住处
后， 校长又带我到所教的班级，
与四十多个山乡里的孩子见了
面。他们虽然衣着朴素，但自尊心
极强， 碰到学习上的疑难问题，
往往都不敢提问， 这导致他们常
常学了新知识又忘了老知识。

我教语文。 一个月后， 在一
次单元测试中 ， 让我没想到的
是， 全班只有五名同学及格。 面
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 我寝食难
安， 一时间内疚感和挫败感交织
在心头， 让我背上了沉重的心理
负担。

关键时刻， 校长看出了我的
思想波动， 及时地找我谈话， 让
我放下包袱， 轻装上阵， 并从教
学经验和教育方法上悉心地给我
点拨 。 许多孩子的家长也勉励
我， 向我反馈孩子们对我上课的
评价。 学科组长更是把几十年从
事山区教育的心得毫无保留地传
授于我。 在大家的帮助下， 我一
边及时调整心态， 一边积极改进
教学方法， 在注重基础知识讲解
的同时， 还狠抓学生们的预复习
环节。 孩子们也蛮拼的， 一改往
昔羞怯的心理， 不仅课堂上敢于
举手回答问题了， 有时在课下也
经常追着我， 让我给他们解疑答
惑……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我
和孩子们的共同努力， 终于在年
底全校组织的考试中， 以98%的
及格率和80%的优秀率， 一举夺
得了年级语文成绩的第一名。

在支教的过程中， 我与这帮
山里的孩子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有一次在我上课的间隙， 一名叫
孙胜的同学突然晕倒 。 情急之
下， 我赶紧背着他往山下的卫生
院奔。 卫生院离学校足有一两里
地 ， 几名大个子男同学怕我累
着， 硬是轮换着帮我一起把孙胜
背进了卫生院。 原来， 孙胜为了
给多病的爷爷增加营养， 把每天
学校下发给自己的鸡蛋， 都偷偷
地放在书包里 ， 带回家给爷爷
吃 ， 结果导致他因为营养跟不
上， 而患上了严重的贫血。 孙胜
的孝心感动了我， 在随后的家访
中， 我从微薄的工资中拿出50元
钱， 买了一篮土鸡蛋送给了他的
爷爷。 出乎我意料的是， 那年的
教师节， 孙胜受他家人之托， 硬
拉着我到他家， 陪着我过了一个
热闹而喜庆的节日。

幸福的时光总是让人觉得短
暂 ， 很快 ， 一年的支教日期到
了。 记得临行的那一天， 几名班
干部一直把我送到县城。 当我即
将登上前往省城的班车时， 班长
小海突然从怀里掏出一个蓝色的
笔记本， 说是全班43名同学送给
我的纪念品。 车子发动了， 我展
开本子， 只见扉页上赫然写着一
排工整的笔迹———老师， 我们永
远爱您！ 合上笔记， 耳旁仿佛又
传来孩子们在课堂上朗朗的读书
声， 眼前似又浮现起与孩子们在
校园里朝夕相处的身影 。 思 念
的 潮 汐 瞬 间 冲 垮 了 情 感 的 大
堤 ， 那一刻， 我的泪无声地流了
下来……

岁月悠悠情意长。 十年来，
每到教师节期间， 我的心都会不
由自主地飞到当年支教的山乡，
想起那座青山环绕的学校， 想起
亲切和蔼的校长， 想起那些刻苦
勤勉的山里娃们， 还有他们情深
意长的家长。

那次支教， 丰富了我的人生
阅历， 教会了我许多为人处世的
道理， 并在我生命的行程中， 写
下了一段深刻而难忘的华章！

支教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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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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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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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岁月
■家庭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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