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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念我的模范集体
□王耀奇 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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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友情怀

人生值得回味故事很多， 我
就十分想念当时一起工作、 一起
努力、 一起打拼过的同事。 印象
极为深刻的是1980年44路成立之
初， 我们44路小环3737车组被团
市委命名为 “青年文明礼貌车”，
经过几茬儿人的艰苦努力， 不仅
打造出第二个北京公交集团市级
文明礼貌车的品牌， 几年后还被
评为北京市模范集体。

1980年北京第一条环城公路
二环路开通了， 与此同时担负二
环运营任务的44路开始投入运
行。 我们44路小环3737车组成员
都是由年轻人组成， 各个精力旺
盛干劲十足， 在工作中树立 “一
心为乘客，服务最光荣”的理念，

满怀热情地为乘客
服务， 不断向乘客
介绍沿线的地理环
境、历史遗迹等，深受乘客欢迎。
有位退休教师闲着时经常一圈又
一圈地乘坐3737车， 就为了感受
乘务员体贴入微的热情服务。

有一次一位乘客问车上的乘
务员， 北京站东和东便门哪个站
距北京站近些。 一句话难住了乘
务员。 为解决这个难题， 乘务员
们利用工余时间用脚步丈量北京
东站 、 东便门站距北京站的距
离， 最终得出了数据。 同时还走
访了沿线单位， 了解衔接路线走
向等， 绘制了沿线地理环境图，
方便了乘客出行。

我们车组人员还根据不同乘
客的服务需求制定了相应的服务
策略， 当好外地人的活地图、 盲
人的拐杖 ， 热情周到地照顾好
老、 弱、 病、 残、 孕等五种人。
车组还特意制作了方便钩、 报站
牌等服务设备。

功夫不负有心人， 我们车组
长期的坚持赢得了社会各界的普
遍赞誉， 经常受到乘客、 媒体的
表扬 ， 并被团市委命名为市级
“青年文明礼貌车”。 没过多久我
们车组又被评为 “北京市模范集
体”。

■图片故事

■青春岁月

多年前， 我在贵州偏僻的一
个小山村支教， 虽然仅仅在那里
呆了两年的时间 ， 却因为一个
“布” 月饼， 让我永生难忘。

那是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的地方， 尽管学校对学生减免了
各项费用 ， 还免费提供一餐伙
食， 但因为山路陡峭又远， 人们
对学习也没有足够的重视， 劝学
了好久， 来上学的孩子并没有多
少， 我教的那个五年级， 总共才
十三个孩子。

我没有想到的是， 支教的环

境这么差， 而那些孩子， 也远没
有我想象中的刻苦认真， 他们和
城里的孩子一样调皮、 捣蛋， 特
别是那个叫赵强的男生， 极其叛
逆。 父亲因为残疾， 脾气暴躁，
一次家暴， 让小强的母亲心灰意
冷离开了他们。 赵强极不听话，
上课看课外书 ， 开小差 ， 下课
后， 总是捉弄女同学。 我对他有
点儿厌烦， 干脆把他安排到教室
的角落里。

中秋节前夕， 想家的思绪蔓
延， 上完课的时候， 我常常望着
窗外发呆。 那天， 顽皮的赵强窜
到我身边来， 大声地问我： “老
师， 你在想啥呢？” 也许是好久
没有人这么关心我了， 我那天改
了以往严厉的口气 ， 耐心回答
他： “中秋节到了， 我想家了，
好想吃月饼。” 我知道， 这里的
孩子 ， 连月饼长什么样都不知
道， 他肯定会好奇地追问我月饼
好吃吗？ 哪知道接下来他说道 ：
“老师， 是那个水溲成模入火炙，
铁炉扬炭时铮从。 和酥馅果更奇
绝， 列肆错杂鱼豆桩写的那个月
饼吗？” 我惊讶极了， 我没想到

他居然知道这首钱沣的诗。 我点
点头， 说 “是的。” 又转头问他：
“你吃过？” 他摇了摇头， 但肯定
地说： “我知道它是什么样子。”

中秋节很快就到了， 那天早
上， 我来到讲台上， 照例拉开抽
屉， 突然发现那里有一个月饼形
状的东西， 我取出来看， 那是一
个手工的红色 “月饼”， 一边写
着 “中秋快乐”， 一边写着 “赵
强” 二字。 我激动地走到赵强的
身边 ， 他的脸 “刷 ” 地一下红
了， 然后， 他小声地告诉我， 他
借了奶奶的针线， 又找了适合的
布料， 然后剪成同样的圆形， 把
它们一块块地缝起来……

我摸着那个 “布” 月饼， 转
过身去， 泪如雨下。

这之后 ， 我对赵强刮目相
看， 在我的耐心教育下， 他也不
再那么调皮了， 他总是来我这蹭
书， 一捧上课外书就忘了回家。
得知他有个作家梦， 我积极支持
他写作， 经常在课外辅导他， 支
教结束的时候， 我干脆把随身带
的那些世界名著全都送给了他，
并写了一句赠言： “小强， 我相
信你能成为一名作家。”

就在前不久， 我突然接到一
个电话， 一个洪亮的男中音告诉
我，他是赵强，问我记得吗？ 我说
我当然记得， 那个 “布” 月饼我
一直留着。 他忘了那个“布”月饼
的事， 可他告诉我， 他虽然没能
成为一名作家， 但是现在生活得
很好，他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

放下电话， 我找出那个已经
泛黄了的 “布 ” 月饼 ， 笑着笑
着， 眼泪涌出了眼眶。

□蔡莹晖 文/图

稳稳的幸福

■家庭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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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振涛 文/图

“未觉池塘春草梦 ， 阶前桐
叶已秋生。” 又逢秋高气爽， 楼
下院子里， 那一株老桂花树又绽
放出阵阵馥郁清香。

刚刚放学归来的女儿缠着我
给她包书皮， 不经意间翻开语文
课本， “一个黑瘦的先生， 八字
须， 戴着眼镜， 挟着一叠大大小
小的书。 一将书放在讲台上， 便
用缓缓而很有顿挫的声调， 向学
生介绍自己……” 多么熟悉的文
字呀， 正是鲁迅先生的 《藤野先
生》。 细细品读， 仿佛时光又回
到30多年前。

那时， 我正在京郊高碑店的
第四中心小学就读五年级， 班主
任是刚接手毕业班的常红老师。
据听说那可是学校里出了名的厉
害老师， 不但教学水平高， 而且
豁得出去， 如果可以不用睡觉，
肯定24小时陪着学生连轴转。 果
然， 为了把我们过去几年的漏洞
补上来， 常老师不但每天下午放
学拉晚给我们补习数学， 而且用
蜡纸、 铁笔手抄印刷了鲁迅、 郭
沫若等众多老先生的散文、 叙事
文和议论文让我们阅读， 逐字逐
句的讲解， 不但开阔了我们的眼
界， 而且将语文基础知识潜移默
化地揉进阅读， 深深地印在我们
小小的头脑之中。

那时， 我的数学学得是全班
最好的， 再难的几何、 应用题在
我面前那都不叫事儿。 但是我的
数学成绩却不是最高的， 主要是

因为马虎， 不是小数点儿放错了
位置， 就是把数字写颠倒了， 最
不济也要把方程式的解字和答字
丢到九霄云外， 每次考试我总是
第一个答完交卷， 总是第一个冲
出教室奔向操场的沙坑、 滚筒，
也总是第一个改错题挨罚。 具体
罚的内容大抵就是把错题抄50
遍， 每当抄到手酸眼乏时， 常老
师都会倒杯温水放在我的课桌
上， 恨铁不成钢地戳一下我的额
头， 狠狠地说： “看你下次还长
不长记性。”

那年中秋将近， 常老师把家
里的桂树搬到学校， 一边聆听着
老师的教诲， 一边轻嗅着桂花的
暗香， 惬意极了。 两年的相处，
渐渐地我们对常老师的惧怕之心
转变为浓浓的亲近之情。 桂花袭
人的香气中， 我们品读了杜甫的
《春夜喜雨》、 黄巢的 《不第后赋
菊》， 熟练掌握了勾股玄三角定
理， 我更是在毕业考试中考出了
数学满分。 短短的两年相守， 不
自觉的将桂花的馨香和常老师的
严肃脸庞深深烙印在记忆里。

唐朝诗人宋之问 《灵隐寺》
有佳句： “桂子云中落， 天香云
外飘。” 唐代大诗人杨万里更有
佳句： “不是人间种， 移从月里
来。 广寒香一点， 吹得满山开。”
恰逢秋月之夜， 沐浴在桂香中，
再次读起 《藤野先生》， 眼中已
不禁泛起雾水， 心中弥漫的是对
常妈妈的昔年之情。

“我要稳稳的幸福 ， 能用双
手去碰触， 每次伸手入怀中， 有
你的温度。 我要稳稳的幸福， 能
用生命做长度 。 无论我身在何
处， 都不会迷途， 这是我想要的
幸福。”

每当听到陈奕迅的这首 《稳
稳的幸福》，我的心都会被深深地
感动，因为歌词中的这种小浪漫，
在我的家中时刻都能感触到。

我叫蔡莹晖， 家就住在大栅
栏煤市街， 从小在北京胡同里长
大。25岁那年，一个小我两岁的上
海姑娘小洁， 悄悄走进了我的生
活， 从此人生中多了一份呵护。

因为父母年龄都比较大， 所
以按照北京的习俗， 婚后爱人就
搬到我家来住， 一家四口住在父
母幸福的屋檐下。 俗话说， 一个
进了门的媳妇就是自家闺女。 可
自从小洁进了门， 我这个儿子就
沦落成了 “外来户”。 妈妈退休

后身体一直不好， 我在单位工作
又非常忙， 经常不能正点下班，
所以照顾家人的担子几乎全压在
爱人肩上。

小洁负责采购 、 择菜 、 洗
菜， 老妈老爸负责炒菜做饭， 并
且明文规定厨房是我的禁区， 严
禁入内。

今年春节前， 估计是因为家
里亲戚走动比较多， 母亲突然旧
病发作了 。 偏赶上我在单位值
班， 赶不回来， 小洁二话不说，
搀起老妈就往医院奔， 300多米
长的胡同， 小洁没有歇一下。 就
算到了医院， 小洁都没把老妈的
胳膊放下肩头， 老爸老妈都觉着
过意不去， 让小洁把老妈转给老
爸搀扶， 可小洁却说： “我是您
闺女， 您是我爸妈， 闺女背妈天
经地义， 只要我妈能好起来， 再
累都值得。”

岳母患糖尿病多年， 前两年

病情加重， 需要一周到医院做三
次透析， 每次都是我起大早开车
到岳母家， 接上二老赶奔医院，
然后上班 。 由于单位离医院很
近， 每到中午， 我都会给二老买
好午饭， 到医院接上岳母， 直接
送回家。 病友们都夸岳母有个好
儿子， 岳父则美滋滋地说： “这
可不是儿子 ， 儿子哪有这份孝
心？ 这是我家的憨姑爷。 都看到
了吧， 我这姑爷就是比儿子强！”

老爸总说 ， 平平淡淡就是
福。 在繁忙的都市中， 能让自己
拥有一份淡淡的情愫， 过着淡淡
的生活， 就是一种幸福。

您看这 “淡 ” 字 ， 一半是
水， 一半是火， 水火本不容， 却
被造字者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不
禁感叹神奇， 而意蕴深邃。

在我的幸福家庭里， 北京人
的礼节， 上海人的细腻， 公公、
婆婆与乖孙子以及我和小洁， 就
像这火与水没有较量 ， 没有碰
撞， 有的只是交融和互溶， 是你
给我温暖， 我给你清凉， 相互依
存，相互支撑，达到完美的结合。

我们一家五口， 过着淡淡的
生活， 享着淡淡的快乐。

□□刘刘希希 文文//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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