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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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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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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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爱侠 文/图

天堂里的母亲
昨天夜里我梦见了母亲， 就

像真的一样。 老人一头白发， 一
刻也闲不住， 还是用她那只残疾
的手， 在一针一线为我纳鞋， 突
然针尖一歪扎进她的指肚里， 顿
时鲜血直流， 顺着她的衣襟滴在
地上， 我哭醒了。 湿透的枕巾，
诉说着我无尽的思念， 连日的失
眠， 变幻着母亲的滴滴亲情， 我
再也睡不着， 心里一阵难过， 我
知道这时候， 我又想天堂里的母
亲了……

母亲去世时77岁， 离现在已
经有十三年了。 说来话长， 母亲
的命比黄连还苦， 临死也没享一
天的福。 母亲生育了我们姊妹五
个， 我上边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哥
哥， 我从来没见过亲生父亲一次
面， 父亲在母亲生下我前三个月
就去世了， 撇下我们娘儿几个艰
难度日。中年丧夫之痛，对于一个
脆弱的女人来说，是何等的无情？
可是， 我的母亲领着我们姊妹五
个，却一路挺过来了。

父亲去世时， 母亲还不到四
十岁， 是她一把屎一把尿把我们
姊妹几个拉扯大。 那时候我姐姐
哥哥年龄都小， 不懂事， 家里很
穷，正是大集体时代，农村要靠挣
工分分粮食吃，我们家没劳力，里
里外外都靠母亲一个人， 母亲就
成了我们一家的“顶梁柱”。

因为穷拿不起学费， 我们姊
妹几个都没进过学校的门， 为了
养家糊口， 母亲没日没夜地干，
从来小病都是默默的一人扛着，
到了扛不住的时候， 她才去医院
看医生， 只为拼命地挣工分。

一次母亲和其他男劳力一起
拉四轮大木车， 往地里送粪， 在
大路上男人拉得快 ， 车也跑得
快， 母亲裹着小脚， 把细细的麻
绳缠在手指头上， 生怕落后了，
队长看到不让她干这重活， 于是
拼命向前拉， 但还是远远跟不上
男人们的脚步 ， 被叽里咕噜拉
倒 。 母亲被绳子拖在车子的后
边， 车子拉着她倒下的身子向前
跑出几十米 ， 等四轮大木车停
下， 母亲手上脸上都是血， 右手
指头已被勒断一截， 母亲疼得死
去活来， 几天几夜不省人事。

等我们姊妹几个稍大以后，
家庭条件虽有所好转， 但是仅仅
是温饱而已， 母亲因为一生劳累
过度， 落下了一身毛病， 我们姊
妹几个轮流照看母亲， 后来到了
糖尿病晚期， 还是不肯闲一会，
一有空就帮我们干这干那， 任劳
任怨， 她情愿自己把所有的活干
完， 也不想让她的孩子辛苦， 仿
佛这样她才更开心。 到后来， 无
情的疾病还是夺走了她的生命，
她的人生永远定格在2003年2月
27日这一天， 母亲走了， 永远地
离开了我们。

母亲像一支蜡烛， 用她的一
生， 时时刻刻照亮着我们； 母亲
又像一头孜孜不倦的黄牛， 为了
她的孩子们， 用她的乳汁精心无
私地哺育着我们， 直到自己默默
地消失……

母亲 ， 我们想您 ， 您听到
了吗？

与与书书有有关关的的记记忆忆
□□申申功功晶晶 文文//图图

■图片故事

■青春岁月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丁香 文/图

每年下半年， 是大中专毕业
生集中就业的时候 ， 进入10月
份， 我们单位也陆续考进来一些
优秀毕业生。 现在的学生真是个
个厉害， 就是我们这一般的科局
级单位， 研究生学历的竟然也大
有人在， 看着他们谨慎、 勤奋、
礼貌又稍稍有些诚惶诚恐的样
子， 我不禁想起自己初入职场的
时光。

那是 1996年 ， 我从财校毕
业， 赶上最后一批分配的尾巴，
分进乡镇财政所上班。 说是财政
所， 具体负责财政业务， 但因为
财政所同时受政府管理， 其实我
们什么都干， 下乡选举、 计划生
育、 多种经营， 甚至有一年镇上
发展洋香瓜大棚， 我竟然被安排
去收购洋香瓜。

虽然只负责开单和统计， 但
看着熙熙攘攘排队来交瓜的群
众， 我还是觉得有些失落， 我当
初学那些复杂的涉外会计就是来
收洋香瓜的吗？

父母看出我的情绪， 开导我
说， 不管干什么工作， 都是公家
交给咱的任务 ， 一定要好好完
成。 这以后， 我总是第一个赶到
单位， 先打扫卫生， 然后提水，
接着就画表格、 打算盘， 不嫌弃
工作条件的简陋。 跟着下去选举
的时候， 我积极收发选票， 给不
会写字的年纪大的人辅以适当的
帮助。

记得有一次下村去发小麦补
贴， 零钱不是很充足， 这个多给
一毛那个少要一角 ， 从早忙到
黑， 一清算， 那一天我自掏腰包
赔了十多块钱。

我资质平平， 智商平平， 自
认为不是那种干大事的人， 但我
始终记得， 从一点一滴做起， 不

偷懒 、 不奉承 、 不争官 、 不图
钱， 兢兢业业、 脚踏实地干好自
己的本职工作， 这是对自己的严
格要求， 也是一种信念。 在多年
的基层工作中， 我的账务被评为
先进， 在知识竞赛中获得最佳表
现奖 ， 在演讲比赛中获得一等
奖， 在系统征文中获得财政部二
等奖……上班第二年， 我就被发
展为预备党员， 一年预备期满，
正式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我没有辜负领导对我的信
任， 没有虚度那段在基层工作的
光阴。

如今20年过去了， 我早已离
开乡镇， 来到局里上班也有8个
年头 ， 工作性质发生了很大变
化， 现在每天接触到的是繁琐的
会议、 通知、 文件、 材料， 而且
随着一拨又一拨 新 分 来 的 学
生 ， 自己这个年龄也开始走向
边缘化， 但是我并不为此消沉，
更不为此敷衍工作 ， 每天 还 是
早 早 来 到 办 公 室 ， 打 扫 、 提
水、 开电脑， 以满腔热情投入工
作。 我不求辉煌， 不求官爵， 不
求级别， 只求尽职尽责完成自己
的工作。

习总书记多次在重要讲话中
提到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
道出了中国人不畏艰难、 奋勇向
前的决心和恒心。 继续发扬 “长
征” 精神， 继续学习 “榜样” 力
量， 都是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的
最佳解读 ， 在我们的本职工作
中， 不贪图享乐、 不争名夺利，
像第一天进入职场那样， 立足本
职， 干好本职， 何尝不是另外一
种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呢？

四岁那年，保姆阿婆返乡，父
亲怕我一个人太过无聊寂寞，于
是， 别出心裁地买了一套 《西游
记》连环画丛书当礼物送给我。精
美的装帧，彩色的封面，着实令我
兴奋了好一阵子， 整日里爱不释
手地摩挲，抱着书入眠，尽管大字
不识一个， 却也就着图囫囵吞枣
地翻阅，看完后，便捧着书跑到隔
壁， 煞有介事地讲给邻居小朋友
听，成了众所公认的“故事大王”。

父亲见我这方面天赋异禀，
接二连三地买了《说唐》、《水浒》、

《杨家将》、《薛刚反唐》 等系列连
环画，挨到上学念书、识字，每逢
寒暑假， 我就软磨硬缠央求母亲
施舍几个买书钱， 母亲是个现代
版“葛朗台”，从她手中要钱，好比
从猢狲嘴里抠枣子，“这次考试考
了第几名呀？ ”她故意发问。

没考第一名，那么，多余的时
间就翻翻教科书吧；倘使运气好，
侥幸得了第一名， 她也会绞尽脑
汁地搬出诸多理由来搪塞：比如，
买书最不上算， 看完后就成了一
堆废纸，搁在家里还占空间，最后

被纠缠不过， 只得去图书馆帮我
办了张借书证。

上大学后， 从每个月的生活
费中“抠”一丁点儿攒着，积少成
多，一学期下来，去书店买了一套
心仪已久的《神雕侠侣》，素来“一
目十行” 的我居然一个字一个字
抠着读，哪里舍得“如狼似虎”一
下子啃完。

熬到毕业，手头逐渐宽裕，常
有“豆腐干”刊登报刊、杂志，稿费
颇为丰润，饮水思源，激起更狂热
的购书欲， 从武侠小说到历史典
籍，从诸子百家到校园青春故事，
床头地板、客厅阳台，满坑满谷塞
到无处可放， 虽然买书的成本不
大，毕竟房价看涨不看跌，家人强
烈抗议：看电子书！一张光碟即可
存上几个大型图书馆的书籍，既
省钱更不占空间。 可他们哪里晓
得，但凡少了那悦耳的“沙沙”声
和幽幽的油墨香便体会不了读书
的真趣。

祖上曾寄居 “环秀山庄”，因
非嫡派长房， 曾祖父行冠礼后便
分居另起炉灶， 祖父是个风雅的
儒商， 富甲一方之后仍不忘自己
是书香之后， 在花园内盖了一间
藏书楼，原版的外文书籍、绝版的
古籍典藏，应有尽有。 “躲进小楼
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一杯

香茗、一本好书，时光在惬意中无
声流淌。 可惜，上世纪六十年代，
藏书阁在轰轰烈烈的破“四旧”声
中付之一炬。

老宅被抄、 祖母自尽、 祖父
怀着对亡妻沉痛的思念和对藏书
楼无尽的惋惜， 带着年幼的父亲
下放 “苏北”， 开始了冗长苦难
的十年岁月。 返城后， 老宅内住
进了七十二家房客， 原有的格局
早已支离破碎、 面目全非， 藏书
阁的遗址更是无迹可寻。 后来，

祖父仙逝， 老宅拆迁， 搬入 “鸟
巢” 楼房， 我的那些 “宝贝书”
更无立锥之地了， 在家人一片天
怒人怨的声讨声中， 只能忍痛割
爱地送人或卖掉。

基因， 是一个很神奇的玩意
儿，它使得素未谋面，但血管中流
淌着同样血液的祖先和后人，超
越时空跨度心意相通。 我秉承了
祖父的嗜好———藏书成癖， 而祖
父盖建藏书楼又何尝不是对祖上
“书香世家”无言的文化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