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几天与一位女同事聊天，
当讲起她的母亲时， 她竟然笑得
跟一朵花似的， 因为她的母亲正
与当年的小学同学一起筹划同学
会呢。 可也是， 我似乎能够想象
得出， 如果这样一群早已知了天
命的 “孙管干部” 纷纷抱着各自
的孙儿欢聚在一起， 共同怀恋起
小学时那段天真到无邪地步的日
子， 间或再掺杂进几声孩童的啼
哭或者打闹， 那将是一种怎样的
温馨与感动呢。 而即便是没有孙
儿们搅闹进来， 我想， 那也一定
会是一场以老夫聊发少年狂为主
题的精神盛宴吧。

回想自己当年求学的日子，
猛然间才突然发现， 仿佛只是弹
指之间， 20年时光就已经飞逝而
过了， 当年铁路工程学校 “房建
9237班” 的42名老同学如今早已
是抖落了一地青春， 浑身上下，
由里及外地刻满了岁月留下的成
熟印痕。 班长铁军依然是当年那
样的硬朗与豪迈， 但却无法阻止
自己的头发变得日渐稀疏而 “珍
贵”， 团支书自龙还是那样的才
华横溢， 尤其是他的书法与歌声
因为有了这20年的人生积淀， 更
显成熟与完美……

之所以要率先提起他们两
个， 绝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我们
班级的 “首长”， 还有一个更为
主要的原因， 就是在全班21名男
生当中， 只有他们两个除了个人
魅力以外， 不知是耍了什么样的
好 “手段”， 最终分别将班级的

两大美人抱回了家里。金榜题名，
学业有成之日， 紧接着的便是洞
房花烛，怎不叫人心生艳羡。

细思过往， 当年在校时的情
景竟然还仿佛发生在昨天一样历
历在目。 赵勇从家里背来的烤鹅
依然散发出扑鼻的香气， 两元一
瓶的 “大高粱” 依然还是那样的
酒香四溢， 廉价的夜餐方便面、
江边的啤酒烧烤、 龙沙公园里的
榆树上密集吊挂下来令女生们惊
恐不已的毛毛虫……还有 “大
姐” 在冬天里送给我的那副黑色
手套、 女同学端到我面前并且轻
描淡写地谎称自己买完以后不想
吃了的 “木须肉”， 和入学第一
年我曾经一顿吃下去的七个大馒
头……当然， 也永远忘不了因为
自己资金状况 “吃紧” 而不敢去
食堂吃饭 ， 不得不每天去外面
“偷” 嚼了一个多月烧饼的心酸
往事。

俱往矣， 回想起当年一起求
学的岁月， 我竟然丝毫也找不出
当年那种因家贫而导致的所谓的
苦来， “房37” 班里所有的记忆
至少于今天的我来说， 都已经演
变成了无法复制而且无比珍贵的
财富。 “房37” 班不仅让我学会
了赖以谋生的技能和手段， 也让
我汲取并积攒下了人生旅途上不
可或缺的诸多初级智慧与体验，
而最为关键， 也最为宝贵的是，
永远的 “房37” 让我拥有了41名
刻骨铭心、 永远也不会忘怀的同
学和朋友。

□王乃飞 文/图

母亲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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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的“房37”班
□乔木 文/图

下班后， 我才发现， 手机里
有个未接电话， 是母亲的。 我已
经有十几天没给她打个电话了 ，
有些歉意 ， 就给母亲打过电话
去。 听到母亲的声音， 我本想说
几句歉意的话的 ， 可母亲却问
我： “我是想问， 最近孩子上学
怎么样了， 学习进步了吗？” 我
马上说： “孩子学习还算行， 最
近又有点进步， 这次考试在班里
排在上游呢。” 妈妈就欣慰地说：
“这就好呀， 我就盼着孩子学习
好 ， 等孩子上了大学 ， 有了工
作， 我也可以安心了……”

听着母亲的话， 觉得有些似
曾相识， 突然想起， 她已经对我
说过不知多少次了。

小时候， 哥哥和我都还小，
成天把家里弄得没个家样。 母亲
却不恼， 总是说： “什么时候能
盼着你们都能自己出去玩了， 不
用我看着了 ， 我也就省心了 。”
她这话说了不几年， 我们真的都
跑出去玩了， 她也不用操心看我
们了。 可我们又要上学， 母亲的
劳动里就有了学费这一项负担，
她更累了 。 可母亲从来都不说
累 ， 她摸着我的头说 ： “啥时
候， 等你们都长大一点， 能给我
分担点了， 我也可以松口气了。”

等几年， 哥哥长大了， 成了
母亲的帮手， 她便轻快了。 可哥
哥却考上了高中， 接着我也考上
了高中， 母亲身上的担子不但没
轻， 反而又沉重了不少。 而母亲
脸上却没一点苦相， 跟谁也不说
累， 反而会说： “等几年， 孩子

们都念完了书， 有了工作， 我就
有好日子过了。”

这一等就又是七八年 ， 高
中、 大学、 工作、 恋爱……根本
就顾不了家里。而母亲，还是没有
怨言， 总是会说： “等孩子们都
成家立业了， 我可得好好地歇歇
了。” 等几年， 我们相继成家立
业， 都有了孩子， 可我们在城里
的生活都不轻快， 又要买楼， 又
要买车， 还是不能让母亲享福。

母亲也并没放下在地里劳
作， 邻居们都说她， 孩子们都进
城了， 应该享享清福了。 母亲却
说： “还是再等几年吧， 到时候
我就啥也不干了， 光享福了。”

又过了几年， 母亲确实是老
了， 干不了什么了， 我们就提出
把她接到城里 ， 可母亲却说 ：
“城里花费高呀， 你们的日子都
还紧， 我还是在家里的好。 等你
们的日子都松缓了， 我再去。”

母亲留在家里， 从没给我们
添过麻烦。我每次回家，看到她的
笑容里堆满了皱纹，却都是甜的。

我觉得， 这些年里， 母亲就
是靠那些期盼支撑着过来的， 她
每次都是拿一个期盼来哄自己，
在前方的路上， 给自己设定一个
路标。 有了那些期盼， 她才有勇
气越过一个个的坎， 走过一个个
艰难的日子。

放下电话，我想，真的应该接
母亲来享两天福了， 就是生活再
紧也要做这件事。 母亲还能有几
年？“子欲养而亲不待”，别让母亲
在期盼中过一辈子。

曾曾为为
人人师师

■工友情怀

■家庭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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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盛丽丽秀秀 文文//图图

■青春岁月

北京车务段乘务车间高铁三
组列车员庞守军原是北京车务段
办公室的一名党员职工。 自2014
年3月调岗至乘务车间担当高铁
乘务员职务后， 他非常珍惜这个
全新的工作岗位。 为了让自己尽
快熟悉并掌握一名高铁乘务员的
综合业务能力， 时年58岁的庞师
傅从学习业务知识到掌握作业技
能， 从练习仪容站姿到努力学规
背规， 付出了比年轻人更多的时
间和精力， 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的
工作岗位中。

值乘中， 庞师傅虽然在班组
中年纪最大， 但执行作业制度和
标准不折不扣。 每次值乘前一天
备班学习时， 他总是第一个来到
备班室， 自主学习文件电报， 并
将里面的重点内容和要求， 摘记
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 以便进
一步加深印象。 始发作业时， 严
格按规定站门立岗， 落实各项作
业标准和要求。 值乘途中， 庞师
傅认真验证验票， 并随时整理行
李架上的物品， 避免旅 客 行 李
放置不稳 ， 意外坠落造成旅客
伤害。

为使旅客感受到亲人般的温
暖， 庞师傅经常热心为旅客找回
遗失物品， 让旅客深受感动， 对
老弱病残重点旅客更是给予热心
帮扶。 遇有客流高峰时， 庞师傅
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 还主动帮
助需要补票的旅客跑前跑后办理
补票手续。 用行动诠释了一名共
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从而得
到车间领导的肯定 、 职工的尊
敬、 旅客的赞扬。

值乘两年多来， 庞师傅始终
带头服从车间及班组长管理， 脚
踏实地、 任劳任怨、 尽职尽责，
从未请过一次病事假， 并配合车
间领导及班组长做好各项工作，
积极献言献策。

9月15日 ， 是庞师傅正式退
休的日子。 当得知自己还有几个
班就要离开自己热爱的乘务员岗
位后， 庞师傅内心五味杂陈， 很
是不舍， 他舍不得已经值乘了两
年多的G111/146次列车 ， 舍不
得和他风雨同舟的小兄弟小姐
妹， 舍不得关心关爱他的车间领
导， 舍不得这身已经洗的有些褪
色的铁路制服。 爱岗敬业的他，
以更加积极的工作态度和满腔热
忱在自己的岗位上光荣站好最后
一班岗。

□欢立敏 文/图

站好
最后一班岗

年轻的时候曾有几年做乡村
教师的经历， 那段经历一直让我
难忘， 也让我觉得荣耀。

那时居家附近的一个乡镇招
考代课教师， 我鬼使神差地去报
名， 一下子竟被录用。

做一名教师是命运对我的垂
青， 因为我很喜欢这个职业， 我
一直想要做 《乡村女教师》 中瓦
尔瓦拉那样的好教师。

那时， 我任初中的语文老师
兼班主任， 整日备课、 讲课、 批
改， 忙得不亦乐乎， 可是内心充
实无比。

乡村的孩子纯真朴实， 每一
天， 每当我激情飞扬、 绘声绘色
地站在讲台上讲课， 台下那四五
十双明亮的眼睛便静静地望着
我， 他们如无邪的天使， 而此刻
我仿佛置身于天堂一般。

乡村的孩子们很苦， 即使他
们放假也得不到完全的休息， 他
们要帮父母到田野里干活或者到
山野放牛， 一个假期过去， 他们
的脸庞变得黑里透红， 身体结实

了， 而功课淡忘了， 心很长时间
收不回来 ， 我真是又怜 惜 又 着
急 ， 必 须 花 大 力 气 为 他 们 讲
解 功 课 ， 慢 慢 引 导 他 们 回 归
课堂 。

我爱他们， 那是由衷的爱 ，
我知道一个农家土里刨食供养一

个孩子上学是多么不易， 所以，
我不敢有一丝的懈怠。 我努力读
书， 不断完善自己， 把自己的知
识传递给他们。 在孩子当中， 有
愚笨的、 淘气的， 但他们都有自
己的可爱之处， 我给他们信心，
让他们体会学习的快乐。

我常常怀念那些逝去的日
子， 那些和孩子们一起与大自然
亲近的时光。 记得春天我和孩子
们到山上踏青， 看野花盛开； 夏
日的暑假里和孩子到河里捕鱼；
秋天的傍晚和孩子一起到山野摘
山枣， 为他们朗读何其芳的 《生
活是多么广阔》； 而冬天， 当我
风尘仆仆地走进教室， 孩子们早
已把炉火点旺， 为我拍去身上的
积雪， 那时， 我的眼睛因为感动
变得潮湿， 心儿变得温热， 我知
道， 孩子们不仅是我的学生， 也
是我亲爱的弟弟妹妹。

后来， 我因到远方工作， 离
开了那些孩子， 我是多么地依依
不舍 。 宁静的校园 ， 宽阔的操
场， 孩子们的欢笑永远定格在我
的心中， 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
而青春岁月中做教师工作的几年
时光是我生命中最充实、 最丰盈
和最难忘的时光。

曾为人师使我的生命有了宽
泛的意义， 使我的人生领略到一
种别样的崇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