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片故事

■工友情怀

□刘兵 文/图

鞋匠谢师傅

工友老王
□马德生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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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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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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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年前， 我放弃家乡工作
来到北京， 进工厂后分配到中药
提取班组， 当时的班组长就是老
王。 说是老王， 其实比我还小上
几岁， 先入为师嘛。 老王出道较
早， 17岁就来北京闯荡， 开始在
顺义绿化队工作， 据说顺义地面
好多园林都是他们培植的。 后来
才进药厂工作。 当年的老王还是
年轻帅小伙， 他虽然文化不高，
但聪明过人、 心灵手巧， 而且能
说会道， 一笔小字写得也相当漂
亮。 老王待人热情， 既是老乡、
又是带教师傅。 所以对我关心倍
至， 他手把手地教我操作设备，
熟悉工艺流程， 使我进步很快。
半年后我就开始担任副组长， 协
助他中药提取、 制剂配制。 再后
来 ， 工作细化 ， 提取 、 配制分
开， 我俩分管两个班组， 隔段时
间再互换一下位置， 故此， 工作

上、 生活中两个人成为密不可分
的亲密战友。

原来我在家乡当过教师， 干
过文秘， 还在乡镇搞过一段通讯
报道工作， 所以文字功底略高一
筹。 故此， 2000年的时候， 因为
车间重组人员调动， 我被领导选
中进入车间办公室负责工艺技术
和成本核算工作。 2002年药厂第
一次开展GMP认证工作 ， 药厂
大张旗鼓、 不遗余力， 投入大量
人力物力全力以赴， 最终圆满通
过国家验收。 因为工作突出， 我

又被提拔为主任助理。 我和老王
的差距越拉越大， 老王开始有些
失落， 但毕竟是聪明人后来很快
想开了。 他对我说： 人有所长，
亦有所短。 发挥个人优势才是最
佳选择。

于是不久后， 老王利用休息
日报名学习驾驶技术并很快考取
了汽车驾驶证。 再之后他利用工
作之余， 每天下班后去饭店帮工
兼职代驾， 既增加了收入， 又锻
炼了驾驶技术。 而这些业余时间
都被我们看电视、 玩电脑、 读小
说给白白浪费挥霍掉了。

2007年老王又在业余时间干
起了开出租的兼职工作， 最后干
脆辞职离厂另谋高就。 后来成家

立业， 结婚生子。
经过几年艰苦奋斗， 2009年

老王不但自购了小汽车， 还在北
京燕郊购买了90多平方米的楼
房， 虽然当时房价不高， 那也得
好几十万呀。 相比之下， 我们这
些过惯了朝九晚五安逸日子的上
班族真是望尘莫及。

近日又见到老王， 他又在机
场物流公司开起了大货。 眼下房
价大涨， 他那燕郊的房产也一路
飙升。 当我们为北京高房价望而
却步的时候， 老王的房产已经升
值了好几倍。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个人
的选择不同， 但真心佩服老王的
远见， 终也成了生活的强者。

自从买了老城区的二手房
后， 我经常路过街边巷子口的鞋
档。 不管刮风下雨， 寒来暑往 ，
总能见一位老者准时出摊。 他做
事专注， 轻捶细敲， 拿着鞋子在
小缝纫器上 “飞针走线”， 然后
用胶粘、 对着光照、 用手摩挲修
补过的部位。 最后觉得满意了 ，
才算大功告成。

那天， 我一时兴起， 清理出
一双有毛病的皮凉鞋想找他修。
因为是双休日， 摊位上的生意更
好 ， 围着不少顾客 。 年轻 人 觉
得 等 得 久 ， 跟 他 详 细 指 明 待
修 理 处 ， 匆 忙 离 去 ， 最 后 坐
得 住 的就剩下我 。 这样 ， 我和
他攀谈起来。

老者在给鞋上线， 自我介绍
道， 他姓谢， 在此已修了几十年
的鞋 ， 所以成了街坊邻里中的
“名人”。 当年， 年仅十五岁的他
跟着师傅来这个大城市谋生， 颠
沛流离， 想找个固定的地儿， 最
后相中这儿 。 师傅带过几个徒
弟， 可能觉得赚不来大钱， 先后
都改行。 而他有股韧劲， 静心把
师傅的手艺学到了家。 居委会老
主任见他做生意实诚不耍滑， 岁
数又小， 顿生恻隐， 把居委会一
间小偏房借给他栖身， 条件是要
“一辈子为居民服务”。 为报答老
主任的知遇之恩， 谢师傅就这样
坚持下来了。

我由此感叹， 老主任向他伸
出援手是为社区的百姓办了一件
长久的实事。 这种报恩之心可能
就是支撑他干好事业的信念。 事
实上， 居民生活中大都是些有烦

恼的小事， 譬如， 修修补补， 断
电堵管， 路不好走等等， 都需要
适时服务。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
修鞋匠就是百姓生活中少不得的
“专业人才”。

我这样评价， 谢师傅的神情
立即变得亢奋起来， 两眼放光，
动情地说， 很多人对修鞋有些不
屑 ， 但能整旧如新 、 耐穿 、 舒
服， 这可是个技术活儿。 他找皮
革厂进回一些 “废弃” 上等边角
余料， 所用的线、 万能胶、 鞋钉
等都是一级货， 再加上他不断琢
磨， 修好的鞋看上去天衣无缝 ，
让顾客赞不绝口。

谢师傅的名声越传越响。 有
年轻人开车拿着上千元的名鞋慕
名前来， 他还为时尚女士修过价
值上万元的品牌包， 即使这样，
他自定 “限价”， 最高为五十元；
平常的小修收五至八元。 每天最
多接活儿二十双 。 如果放手接
活， 可以排到年底。 这些年， 社
区干部继续关照， 为他老伴在菜
场觅了个摊位， 他家去年搬进公
租房， 孙子在读重点大学。 靠着
这个小小的修鞋摊， 他向周围的
居民传递着温暖， 回报各级领导
的关心和呵护， 身心间溢满幸福
和获得感。

那一刻， 我的皮凉鞋已被他
修好了， 穿上后试了试， 跟以前
一样舒适 。 虽然经过换帮 、 上
胶、 走线等一系列工序， 他仅收
五元。 望着眼前这位朴实憨厚 ，
技术高超又敬业的修鞋老师傅，
蓦然间， 我心里涌起一股敬意和
感动。

岁月酝酿出的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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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梁 文/图

父亲突发疾病 ， 住进了医
院。 一番检查， 甚至进了重症监
护室 。 我在病房外偷偷对母亲
说： “我爸这次病得不轻， 七天
内都是危险期， 要躺在床上不能
动 。 咱们得监督他 ， 别让他乱
动。” 母亲听了我的话， 呆若木
鸡的样子， 她显然没有预料到父
亲的病如此严重。

愣了足足有十几秒， 母亲终
于反应过来， 脸色变得煞白。 我
安慰她说： “没事， 医生说咱来
得及时， 情况还好。” 母亲张了
张嘴， 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母亲调整了一下， 终于让自
己平静下来， 然后进了父亲的病
房 。 父亲是冠心病 ， 病在心脏
上， 别的地方都好好的。 他依旧
头脑清晰 ， 谈笑自如 ， 对母亲
说 ： “别担心 ， 我这不好好的
吗 ！ ” 母 亲 笑 笑 ， 安 慰 他 说 ：
“医生都说了 ， 你的病不严重 ，
为了保险点 ， 在这里住几天 。”
我听得出来， 母亲在努力装出平
静的样子。

这些年里， 我总觉得母亲在
家里是个陪衬的角色， 她身材瘦
小， 不仅干活不行， 也不是那种
很精明的主妇， 家里的大小事情
都是父亲操持。 父亲多年里一直
宠着母亲， 不让她费力， 也不让
她操心。 父亲突然病倒， 好像天
要塌下来一样， 我担心母亲无法
应对。

事实上， 母亲远比我想象的
强大得多。 更准确地说， 是出于
对父亲深深的爱， 让她在父亲病
倒后突然变得强大了。 人的潜力
是巨大的， 说不定会在什么样的
情况下爆发出来。

母亲努力在父亲面前做出镇

定的样子， 她也就真的镇定下来
了。 母亲虽然识字， 但一出门就
犯迷糊， 分不清东南西北。 医院
里类似的楼层和病室以及左拐右
转迷宫般的各种化验室弄得母亲
晕头转向， 不过只半天功夫， 母
亲就把与父亲有关的所有房间摸
得门儿清。

一向很少与别人打交道的母
亲， 很不喜欢跟陌生人交流。 为
了了解父亲的病情，她追着医生，
操着家乡话吃力地与医生沟通。
母亲还把医生说过的话记在纸
上，一些注意事项，她几乎倒背如
流。 最惊奇的是， 母亲居然还能
判断父亲的病情。 第一天早上吃
过饭， 父亲的心脏又闹起了不舒
服。母亲说：“你吃饭吃得太饱了，
会增加心脏负担。” 赶紧问医生，
医生说，这的确是主要原因。

母亲寸步不离， 精心照料父

亲。 我原以为母亲不会照顾人，
看到她喂父亲饭、 给他擦脸时细
致的样子， 我才明白， 母亲很了
不起。 三天的细致照顾， 父亲的
病情稳定， 转到普通病房， 我们
这才松了一口气。

10天后， 父亲状况良好， 也
不用做手术了， 顺利出院。 这些
天， 母亲却瘦了一圈。 她还很有
成就感地说： “一点不累， 这辈
子你爸光照顾我了， 可轮到我照
顾他了！”

什么是爱？ 以前我总以为老
了以后， 夫妻两个人在夕阳下携
手漫步， 是最温馨的画面。 现在
我觉得， 一辈子情深意重， 两个
人共同承担风雨， 就是爱。 父亲
撑着爱之伞的手缺乏力量了， 母
亲努力帮他撑起一方晴空。 两个
人走过漫长的岁月 ， 爱越来越
浓， 情越来越深。

■家庭相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