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片故事

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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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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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相册

□张春霞 文/图

或许在你现在和曾经的工会工作中， 有无数个细节如同过
眼云烟飘过， 但总会有一些小故事伴随着某些物件、 某些人和
某种符号留了下来， 比如一次活动、 一个日子、 一张照片……

■工会岁月

■工友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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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老师的工作是很辛苦
的， 每天踏着晨光而来， 踩着夜
色回家 ； 站酸了腿 、 说哑了嗓
子。 幼儿园老师的工作是最平凡
的， 在辛勤的工作中我们没有轰
轰烈烈的时刻， 也没有典型的先
进事迹， 但许多真实、 朴实的故
事发生在我们的每一天、 我们的
身边。

今天， 我要用直白而朴实的
语言来夸夸我的好同事： 漂亮、
可爱、 认真、 干练； 热爱工作、
热爱孩子、 热爱家人、 热爱一起
奋斗的同事； 面对同事， 她是最
默契的合作伙伴； 面对父母， 她
是最有孝心的女儿； 面对孩子；
她是最优秀的老师； 面对爱人，
她是千年等一回的知音。 这就是
我身边的美女： 丁洁。 孩子们口
中的 “丁丁老师”。

我来园有一年了， 这其间，
一步一步的成熟， 一点一滴的进
步， 一项一项的成绩都深深地凝
聚着同事们对我的无私帮助和热
忱关心。 在我刚刚来这儿时， 这
里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的。 但
是， 我很幸运地能与一位经验丰
富的丁丁老师搭班。 丁老师很注
重培养幼儿的能力， 尤其是幼儿
动手能力方面的培养， 通过她的
认真教育， 真真切切看到了孩子
们的进步， 也让我很敬佩丁老师
的教育方法。 她是个对待工作认

真的人， 爱孩子。 她平时总是仔
细倾听孩子说话； 留心观察孩子
们的一举一动， 细心捕捉孩子身
体发出的信息。

她除了用爱心和智慧面对孩
子之外， 还非常注重和同事之间
团结协作 、 共同进步 。 在工作
中， 丁丁能和同事真诚相待， 互
相体谅。 她和搭班的老师相处都
很和睦， 她遇事能为别人着想，
从不斤斤计较 ， 有困难共同克
服。 她能把平凡的工作做得不平
凡， 把重复的劳动做得有创意，
是我们公认的好搭档。

记得有一次， 班上有一个孩
子早上来园时精神状态不太好，
只见丁丁一个上午都不停去摸摸
孩子的头， 细心地问他有没有不
舒服的地方， 不时地关注孩子的
情况。 到午餐时间， 她见孩子看
到饭也无食欲， 丁丁细心地哄着
孩子吃饭， 眼神中流露出慈母的
爱意。 她的爱心细心也因此赢得
了许多家长的信赖。

“一切为了孩子， 为了孩子
一切， 为了一切孩子”。 不光丁
丁， 我的许多同事都是这样在平
凡的岗位上做着平凡的事。 因为
她们， 像在我身边竖起了一面光
洁的镜子， 让我时刻修正自己，
用热血和汗水去浇灌一朵朵幼
苗， 一簇簇花蕾， 做个和她们一
样的园丁。

身边的镜子

我曾做工会工作多年。 既有
过徘徊彷徨的苦闷， 也有过快乐
幸福的时光。

最初的日子是在上世纪70年
代初， 我从部队转业分到一个军
工厂工会。 那时的工会还叫 “工
代会”。 主要任务就是 “抓阶级
斗争”。 而秘书工作无疑是要围
绕这条 “主线” 进行。 每天除了
写点简报， 再就是组织 “写作班
子” 写批判稿子， 对厂里的那些
小偷小摸 “上纲上线”， 在群众
大会上进行批斗和声讨。 刚开始
时我想不通 ， 觉得有些兴师动
众、 小题大做。 后来干脆采取消
极的办法， 批判稿子拖着不写，
上台发言时我有事请假， 总之开
始 “靠边站”。 头儿看我这样不
争气， 就把我 “下放” 到车间。

不久 ， “四人帮 ” 被粉碎
了， “工代会” 才回到原来的位
置， 恢复了工会的称呼。

工会工作走上正轨无疑让职
工群众一片欢腾。 工会小组、 车
间工会互助组相继成立， 车间哪
位职工有了难处 ， 工会首当其
冲， 该帮就帮， 该救济就救济。

在我的记忆中， 我所在的车
间有位女职工不幸患了癌症。 她
是车间工会女工委员， 人长得水
灵， 工作也出色， 只是家中有一
个患有精神病的孩子。 突然发现
得了不治之症， 使她的生活雪上
加霜。

得知这一情况后， 作为工会
主席的我先是动用车间的互助
金， 但只是杯水车薪， 后又动员
全体工会会员献爱心， 依然是力
量有限。 于是， 我向工厂党委反
映了这一情况， 同时也向厂工会
汇报， 争取救济和帮助。

为了唤起全厂万名职工的真
诚大爱， 我站在文化广场诉说着
这一女工委员的现状， 呼唤着爱
心： “每人只拿一元钱， 可以给
姐妹一片蓝天。”

经过我上下奔走 ， 反复号
召， 工厂无条件地答 应 为 这 位
女工委员治病 。 而全厂每位职
工也都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一元
钱 ， 聚少成多 ，水流成河 ，瞬 间
近万元钱汇到医院 ，为我们女
工委员在“春寒料峭”中添上了一
盆炭火。

钱到位 ， 全厂职工的心到
位， 而女工委员的精神也到位。
她忍着剧痛配合医生治疗， 期盼
着能一天天的好起来。 然而， 疾
病还是夺走了她年轻的生命。 值
得欣慰的是， 在她生命最后的日
子 ， 得到了工厂全体工友的爱
心， 也得到了她作为工会女工委
员最好的待遇。

她最后说的一句话是： “工
会是我的家， 我走了家在， 家还
会想着我和我的孩子。” 她走后，
我又几次去她家看望有病的孩
子， 并千方百计给予她家生活上
的帮助， 让她的家庭感受到了工
会这个大家庭的温暖。

在工会工作的经历， 让我明
白了这样一个道理： 家是幸福而
温暖的港湾， 而工会又何尝不是
我们的家呢！ 我们因家而温暖，
家也因她的儿女们充满活力。

因“家”而温暖 □于德深 文/图

早上， 我问岳母： “有没有
三爷的消息？” 岳母叹了口气道：
“整个城都找遍了， 寻人启事也
四处张贴了， 可就是没有他的一
点消息， 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是生是死？ 天越来越冷了， 他咋
熬？ 可真急死人了！”

�三爷名叫马龙 ， 是岳父的
兄弟， 由于生下来就有些痴呆，
因此 ， 家里人都唤他 “傻儿 ”。
当初， 我与妻子谈恋爱时就知道
她有一个 “傻儿” 三爷。 可是，
第一次见到三爷时， 才感觉到了
他的傻样。 见到我， 他呵呵地傻
笑， 弄得我不知所措， 妻子将我
拉到一边， 悄悄地对我说： “你
给他十块见面礼就可以了！” 我
忙从兜里拿出十元钱递给他说：
“三爷， 给你钱！” 他接过钱， 也
不会说句感谢话， 仍是傻傻笑，
然后 ， 将钱交给奶奶 （他的母
亲）， 像个孩子一样高兴地跑出
去玩了。

后来， 我听妻子说才知道 ，
三爷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四处捡
矿泉水瓶子 ， 然后让奶奶拿去
卖， 卖得的钱交给奶奶保存起
来 。 据 说 ， 他 的存款有一万
了。 当提到这个数字时， 我不清
楚这一万元， 三爷需要捡多少个
瓶子？

再次见到三爷时， 三爷用手
指着我嘴里嘟囔着什么， 我忙又
拿出十元钱给他 ， 奶奶笑道 ：
“甭怕！ 他的意思是说， 他认识
你了， 因为你给过他钱！” 他像
个守财奴一样把钱看得 很 紧 ，
每 天 都 要 数 一 数 ， 看 是 否 有
人 拿 了 他 的 钱 。 家 里 人 谁 都
不 会去碰他的钱 ， 否则 ， 他发
起疯来会和你拼命。

那年， 奶奶眼睛动手术， 大
家商量筹钱时， 三爷抱着他的钱
箱跑了出来， 手上比划着， 奶奶
上前一把抱着三爷 ， 老泪纵横
道： “我的傻儿子！ 妈妈明白你
的心。” 原来， 三爷要把他的钱
拿出来给奶奶看病， 可能他觉得
他也是儿子， 也应当分担一份责
任。 当我听到这事儿时， 忽然觉
得， 这个三爷也实在 “傻” 得让
人动情。

一到吃饭时间， 三爷就会准
时从外面回家， 他的饭量很大，
奶奶总是舍不得吃， 将好菜盛到
他的碗里， 笑着说： “多吃点！”
他不明白这是客气话， 端起碗蹲
到墙角猛吃， 吃完了又盛一碗，
直到桌上没菜， 锅里没饭了。 吃
饱了， 他不住地打饱嗝， 倒是爷
爷奶奶老两口没吃多少。

这次意外地走失， 三爷就好
像突然人间蒸发似的。 奶奶眼睛
都哭肿了， “我的傻儿呀！ 你跑
到哪里了？ 快回家吃饭呀！” 有
时， 就呆呆地坐在门口观望， 我
劝她回屋睡觉， 奶奶说： “我要
等你三爷回家！”

三爷就这样悄然无声走出了
我们的视线， 真希望有天， 推开
他的房间， 三爷正在床上呼呼大
睡， 玩累了， 回家了。

“世间的一切我都可以不在
乎， 什么也都可以舍弃， 但绝对
不能忘记———妈妈的眼泪 。” 这
句话不知是谁说的， 但它似乎并
不适合我的母亲， 因为我从来没
有看到过她流眼泪。 即便是外婆
去世， 她也只是红了眼睛， 抽噎
几声， 哑了嗓子， 再也没有什么
其他的表现了。

母亲是位平常的农村妇女 ，
目不识丁， 但是她吃苦耐劳， 是
操持家务的好手。那年月，父亲在
外奔波， 风里来雨里去为一家人
的生计打拼。 田地和家务都落在
了母亲的身上。

农忙起来， 母亲就像高速旋
转的陀螺， 忙里忙外， 连走路都
小跑。有时连饭都吃不上一口，就
是带到地里的饭， 她也常常忙得
丢在了地头。

农闲可以休息一下了， 可是
母亲从来不歇， 她又跑到外面打
零工。 匆匆地去， 匆匆地回， 有
时要忙到晚上十一二点才回家，
拿回个区区十几二十块。

母亲就这样用她那羸弱的双
肩为我们兄妹三个撑起了一片晴
空。 虽然只有弟弟能给她带来骄
傲， 可是对我这块 “废铁” 她也
从未说过一句重话， 总是告诉我
做人要坚强， 没什么困难能吓倒
我们。 努力了， 就不会后悔。

那天， 帮母亲收拾房间， 一
失手， 把母亲心爱的梳妆盒碰落
在地， 盒子里的东西散落一地 。
没有什么化妆品， 只有一叠厚厚
的成绩单———我和弟弟从小学到
初中每学年的成绩单都在。 小弟
的成绩单平展展的， 而我的每份
都皱巴巴的， 像被水泡过的。

突然之间， 我明白了， 那上
面的坑坑洼洼填满的都是妈妈的
泪 。 泪水涌出来模糊了我的视
线。 一直以来， 我认为她对我科
科挂红的成绩麻木了， 却从不知
道， 自己竟伤她这么深。

“不要哭了， 你母亲从不流
泪的。” 父亲不知道什么时候站
在了身后 ， 拍了拍我的肩膀 ，
“你母亲呐， 从来都是有泪肚里
咽。 只有那年你外婆去世了， 她
在坟上哭了几个晚上……”

父亲后面说了什么， 我都不
知道了， 但是我知道， 母亲为了
我们倾尽了所有， 我唯一能做的
就是不要让她再流泪， 我宁愿那
泪永远成为历史的记忆。

母爱如海， 深沉博大， 她的
泪也是静水深流的。 那天， 我终
于明白了这句话的真正内涵。

□张帮俊 文/图

妈妈的眼泪
□章中林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