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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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故事

■家庭相册

二姨妈身患白血病， 住院治
疗已有大半年。 孩子是娘的心头
肉， 八十多岁的外婆放心不下，
几次瞒着舅舅偷跑到姨妈家， 无
奈都是铁将军把门。 我和小姨妈
商量再去市区医院时， 带上外婆
一同看望二姨， 几经说合， 舅舅
才勉强同意。 我们明白舅舅的担
心 ： 外婆年纪大了 ， 出门不方
便，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深怕外婆晕车， 小姨特地开
了辆商务车， 我们几个再三叮嘱
“老太君”， 有啥不舒服的一定要
说出来 。 天下母亲都是一样的
心， 外婆看到二姨时， 只是拉着
骨瘦如柴的女儿的手， 干瘪的双
唇颤动着说不出一句话来 。 良
久， 从怀里摸出一个手帕包来，
塞给二姨， 二姨不肯要， 外婆红
了眼圈： “你是我的肉啊， 十指
连心……”

“睡吧、 睡吧、 我亲爱的宝
贝……” 看着满脸沧桑的外婆，
我的耳边突然响起外婆哄我睡觉
时哼唱的摇篮曲。 外婆是大家闺
秀， 只因背了个地主成分， 不得
不委屈下嫁给了当兵的外公。 生
性木讷的外公一穷二白， 听说接
亲的小毛驴还是借来的。

外婆育有四女二儿， 母亲是
老大，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 二舅
舅出天花不幸夭折， 而母亲也在

那时候埋下了病根 。 抱养我之
后， 由于母亲的身体虚弱， 我的
童年是在外婆的呵护下成长的。
累极了， 外婆也会抱怨两句 “活
祖宗啊……” 嘴上这么说， 却依
然对我疼爱有加。 小舅舅结婚那
年， 黄金价格奇高， 外公看着舅
舅买回来的金首饰： “这点东西
竟然值一万多块， 想当年我参加
淮海战役时， 收缴地主老财的金
银珠宝何止这些？ 我一个人背着
包袱送到南京政府……”

姨妈都说外公死脑筋， 悄悄
藏起几件神不知鬼不觉。 外婆却
顺着外公： “老头子是当兵的 ，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更别说是共
产党的东西了。 如果他有你们这
些心眼儿， 我还不嫁他呢！ 我图
的不就是他为人实诚嘛！”

母亲病逝时年仅36岁， 外婆
白发人送黑发人心痛不已： “我
的大拇指断了啊……” 几年后，
外公离世， 外婆一夜白了头发。
每当我去看外婆， 外婆总会看着
我痴痴地笑， 我想外婆看到我，
一定是看到了过去的旧时光。 有
时候我哄外婆睡觉， 给她哼唱摇
篮曲， 外婆睁着眼睛想睡却又不
敢睡，她怕睡着了我就趁机离开。

外婆说离不开我，是啊，或许
外婆看到我，就像看到了母亲，能
得到某些情感上的慰藉吧。

■青春岁月

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 我的
奶奶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 没
上过学 ， 不识字 ， 满口都是方
言， 但农村人特有的朴实与勤劳
完完全全展现在她身上。

奶奶小时候家里穷， 很小就
被送到我爷爷家寄养， 就是老话
说的当童养媳。 十六岁时嫁给爷
爷之后， 她生了四个孩子， 三男
一女。 那时新中国刚成立， 物资
非常匮乏， 每家每户都在为生存
奋斗， 爷爷为了多赚点钱拼命工
作，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家里那四
五亩地就全部交到了奶奶手中。

每天天不亮， 奶奶就起床准
备一家人的早饭， 吃过早餐， 她
就带着我爸爸下地干活， 一直忙
到天黑才会回来。 不管是炎炎夏
日还是寒风凛冽， 奶奶一年到头
都在地里劳作， 春播秋收， 忙忙
碌碌 ， 晴天一身汗 ， 雨天一身
泥， 却没有一句抱怨， 只是默默
地完成各种各样的农活。

多年之后， 我爸爸他们兄弟
几个长大成人， 娶妻生子， 家里
的老房子越来越拥挤不堪， 已无
法满足一家人居住。 于是， 大人
们决定分家， 拆了部分老房子，
重建新楼。 当时建房工期很长，
工人的饮食都是主家负责， 考虑
到年轻人都要工作， 奶奶再一次
挑起了买菜烧饭的重任。 每天清
晨， 奶奶背着还在睡梦中的我走
出家门， 去街上买菜买馒头。 往
往是天还没亮， 她就拎着满满的
食材匆匆地赶回家。 建筑工人吃
罢早饭， 开始工作， 家里的烟囱
便再次冒出黑烟———那是奶奶在
准备午饭和点心。 而工人开始吃
午饭时，奶奶总在房子四周转悠，
帮忙搬运几块砖头或是沏茶倒
水，仿佛永远都不会觉得劳累。

我上小学后， 奶奶又主动承
担起照顾我们几个小辈儿饮食起
居的责任。 我很喜欢赖床， 即使
太阳照得房间透亮， 都不愿意起
床。 起初奶奶总是不厌其烦地过
来叫我起床吃饭， 时间一长， 她
干脆将饭菜端到我的床头。 闻着
香喷喷的饭菜 ， 我再也睡不着
了， 一个鲤鱼打挺地跳起来， 享
受完早餐， 开开心心地上学去。
那时候我时常想， 奶奶做的饭菜
为什么会那么香？ 如今再回忆那
份味道， 我才恍然明白， 奶奶的
饭菜里面， 有她对家人真切的关
爱， 有她几十年辛勤付出带给我
的慈祥和温暖。

如今， 奶奶已永远地离开了
我们， 但在充满阳光的清晨， 拉
开厚厚的窗帘， 我就会异常怀念
那些床头美味飘香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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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总
会有一些小故事伴随着某
些物件、 某些人和某种符
号在记忆中留了下来， 比
如一次活动、 一个日子、
一张照片……

■工会岁月

□张世骥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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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北京八方达客运有限责
任公司大兴分公司工会干事张世
骥， 一名从事三年工会工作的90
后。 三年的工作经历， 让我深感
公交人的工作十分不易， 作为工
会工作者， 更应该尽心尽力， 想
方设法为职工谋福利， 做职工的
贴心人。

八方达公司的许多车队与机
关之间相对较远 ， 我就多用图
片、 宣传海报等形式， 向职工把
要通知的事情讲明白。 如果遇到
互助保障办理时遗忘材料， 则尽
量利用互联网的方式， 用扫描件

将缺失材料发送到分公司工会邮
箱， 让职工尽可能少跑。

2014年冬天， 偶然一次机会
我接触到了空气污染的相关知
识， 经过多方查阅资料， 我甚至
对自己之前因不了解在污染天气
下依然剧烈运动感到后怕， 同时
也为污染天气下依然未戴口罩等
防护措施外出的广大公交职工感
到一份担忧。

空气污染对人健康造成的危
害是慢性的， 有些类似于吸烟，
没有人抽一口烟就立刻毙命， 但
一旦因其导致肺部疾病， 将会是

非常痛苦甚至危及生命。 考虑至
此， 2015年的冬天， 我向工会主
席提议并制定了具体方案来开展
一次分公司全员范围内关于空气
污染的相关知识普及。 受限于活
动形式、 开展条件等， 我采用了
最 “俗套” 的知识答卷形式， 题
目简单却都是最基础最易行的知
识 ， 单面A4纸题量适中 ， 不易
引起职工反感且节约环保， 达到
教育目的后反面可循环利用， 而
题目的答案就在自制的宣传海报
之中， 职工可参考作答还省去了
以往单独印制答案的资源浪费。

同时结合秋冬季节也容易出现大
雾天气的情况， 我还在海报附上
了如何使用灯光等大雾天气下安
全行车的相关知识。

作为活动纪念品， 工会为全
体职工准备了专业的防细颗粒物
口罩两枚， 虽然 “礼轻” 但 “情
重”。 我希望借此活动宣传空气
污染天气 时 正 确 的 应 对方法 ，
通过发放口罩唤起职工们的健康
意识。

纵然是职工拿给家人用了 ，
如果能引起家人的关注， 养成防
护意识 ， 将来能少一些肺病患
者， 少一些痛苦的家庭， 我认为
依然是 “功德” 一件， 工会的工
作以及活动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活动也确实得到了职工们的
广泛好评， 活动开展并分发口罩
当天正值北京市发布空气污染红
色预警， 职工们纷纷表示工会十
分贴心。 我相信通过工会和社会
各界的宣传， 已经有相当一部分
职工对空气质量和自身健康有了
更多的关注。

寒冬将至， 北京已经经历几
次空气严重污染， 作为工会工作
者， 对于职工生产生活健康的关
注任重而道远， 我将会继续利用
自身所学并不断学习了解更多知
识 ， 将工会工作开展得丰富多
彩， 做职工的贴心人。

已经在北京待了十多年， 我
很喜欢这座城市 ， 喜欢这里的
人， 喜欢这里的故事……现在我
的工作与学习之余最大的 “事
业” 就是做一名志愿者， 尽我所
能地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我第一次参加义工活动是在
松堂敬老院。 那里是国内第一家
“临终关怀医院”。 记得那天阳光
明媚， 当我和其他志愿者一起站
在松堂敬老院的院子里时， 一下
子很难说出心里的感受， 既开心
又难过， 有些复杂。 我了解到，
这里的老人大多年龄在70岁到80
岁之间， 有患老年痴呆的， 有行
动不便的， 有精神问题的， 有孩
子不在身边的。

其中有位阿姨把我当成自己
的女儿 ， “闺女你可回来了 ”，
老人的眼泪不停地流， 我也不由
心酸起来， 赶紧说了声 “妈妈我
回来看您了”， 老人紧紧抓住我
的手不放，生怕我离开似的。我们
陪在老人身边陪他们看节目，来
自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表演的精
彩节目， 让整个活动现场气氛温
馨热闹，爷爷奶奶们也很开心。我
还临时起兴给爷爷奶奶准备了一
个舞蹈， 兔子舞。 虽然在现场只
排练了5分钟， 看似普通的一支

舞蹈， 却产生了我意想不到的效
果， 最后就连现场医护人员都参
与其中，就像是火车接力，围着老
人们跳了一圈又一圈。 被围在中
央的爷爷奶奶， 个个脸上露出了
难得一见久违的笑容。

当我们准备送爷爷奶奶回病
房的时候， 明显看出他们的表情
瞬间变得失落， 走进房间的时候
我的心也咯噔一下感到难过。 一
位奶奶很伤心地躺在床上用被子
把头盖着不说话， 他们的要求其
实并不高， 只是想让我们多陪一
会儿而已。

孩子长大了， 父母也老了。
嫌弃父母唠叨、 因为工作忙而无
法照顾老人 、 总觉得老人添麻
烦 ， 我们身边有太多这样的现
实。 可普天下有哪个父母不疼爱
自己的孩子， 常常的叮嘱与唠叨
里包含的都是他们满满的爱。 真
正的孝不是整天挂在嘴上， 在于
用心让老人体会到真正的幸福。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我们
也会有老的一天， 善待他们就是
善待今后的自己。 志愿者的能力
终究有限， 我多希望有更多的爱
心人士伸出援助之手帮助需要帮
助的人 ， 让他们的生活不再孤
独， 让他们的晚年不留遗憾。

做贴心的90后工会人 □张远翠 文/图

床头的美味

□魏淑艳 文/图一份爱 一盏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