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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岁月

互助保障传真爱
□孟振宝（北京市公安局延庆分局）

■“我心中的互助保障”获奖征文选登

说到 “我心中的互助保障”，
几个月以前的一幕情景又浮现在
我的眼前……

3月初的一个早晨 ， 分局基
层民警老张来到我的办公室， 把
一个山桃核制作的手串放到我的
手里。 我当时一愣， 问他这是干
什么？ 他笑笑对我说： “我老家
是延庆东部山区的 ， 前几天回
村， 捡了些山桃核， 回来进行挑
选后， 穿了几串山桃核手串， 特
意送您一串。” 我更是一头雾水，
问他 ： “为什么送我山桃核手
串？” 他说： “我爱人没有正式
工作， 去年春节期间， 我又做了
心脏搭桥手术， 给我们的生活带
来不小影响， 没想到分局工会积
极推进职工互助保障工作， 不仅
帮我报销了27天的住院津贴， 还
得到了区总工会发放的大病职工
救助款6760元， 所以送您一个自
制手串表示一下感激之情。” 我
终于明白了， 突然有一种说不出
的感觉， 眼睛也有些湿润……推
辞不过， 手串惶恐收下。

本来是作为工会主管人员应

该做的事情， 没想到竟得到基层
民警的感激和认可。 我突然有一
种冲动， 想把自己分管互助保障
工作的心得与同事共勉。 大家都
清楚， 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
如何做好职工互助保障工作， 是
基层工会主管人员应认真思考的
问题。 通过对这一小事的深入思
考， 笔者认为： 要做好职工互助
保障工作 ， 必须具备 “五心 ”：
一是公心。 它是做好互助保障的
前提。 作为互助保障工作主管人
员， 必须做一个怀有 “公心” 的
人。 不论是自己领导、 家属、 同
学等关系密切人员， 还是和自己
有意见、 过节、 存在不同意见的
人员 ， 都应一视同仁 ， 平等对
待， 让公心贯穿于依规做好互助
保障工作的全过程。 二是热心。
它是做好互助保障的基础。 作为
互助保障工作主管人员， 应牢固
树立主动服务的思想， 把会员的
“满意度” 作为互助保障的根本
标准 ， 时时处处为基层单位着
想， 为广大职工着想， 遇到基层
职工对互助保障工作有需求时，

要切实热心帮助， 对个别职工的
不理解要耐心解释， 用我们的热
心赢得职工的理解和支持。 三是
用心 。 它是做好互助保障的保
证。 互助保障工作既是一项系统
性工作， 也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
工作， 所以作为互助保障工作主
管人员， 既要用心学习互助保障
工作的各种文件规定， 吃透文件
精神 ， 同时还要用心去开展工
作， 学会统筹安排， 善于把握重
点， 注重细节过程， 真正把用心
体现在工作中、 体现在服务上。
四是贴心。 它是做好互助保障的
支撑。 互助保障工作主管人员，
应把切实维护广大职工的利益作
为头等大事来抓 ， 从互助保障
工 作 的 每 个 细 节 入 手 ， 真 正
了解职工的需求 、 掌握职工的
愿望， 把互助保障的各项措施落
到实处， 让工会组织的温暖惠及
到每个职工。 五是静心。 它是做
好互助保障的辅助。 互助保障工
作纷繁琐碎， 涉及每名会员， 互
助保障工作人员不仅要牢记职
责， 恪守自己的职业道德， 而且
要牢固树立奉献意识， 充分发挥
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静下心来，
主动、 创新服务， 才能更好地为
基层、 为广大职工做好互助保障
工作。

1968年3月， 我被评为县劳
动模范和三八红旗手， 参加县里
召开的表彰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
的 “双先会”。 会议中， 我们财
贸战线七个年轻漂亮的模范标兵
编在一个讨论组， 被叫做 “七朵
金花”， 成了 “双先会” 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 私下里， 我们七个
女孩还偷偷地结拜为干姐妹。

七姐妹每一个人的模范事迹
背后都有不寻常的故事。

照片中左一是大姐， 名字叫
韩霞， 是县副食品公司肉类岗位
的营业员。 她工作严肃认真， 为
人侠肝义胆、 热情讲究。 卖猪肉
的时候， 练成了一刀准、 一口清
的绝技。

那年过春节， 买肉的顾客特
别多， 一个年轻人趁着拥挤偷偷
地伸手想扒窃一位老人的钱包，
韩霞拿起割肉刀， 大喝一声 “住
手！” 小偷吓得一哆嗦， 看见事
情败露只好溜走。 晚上下班， 韩
霞一个人回家， 发现有三个人鬼
鬼祟祟跟着自己， 到了没人的地
方， 三个人围了上来， 韩霞认出
其中一个就是那个小偷。 小偷恨
恨地说， 让你多管闲事， 今天就
要教训你一下。 韩霞不慌不忙，
几番拳脚就把三个人都打趴在
地， 没有还手之力了。 后来大家
听说， 韩霞她爷爷就是大名鼎鼎
的韩慕侠， 当年擂台比武， 曾经
把俄罗斯大力士 “震寰球 ” 康
泰尔打趴下。 韩霞打的那套形意
拳是家传。

我在七姐妹中排行老三， 平
时是最爱笑的。 我的工作是在供

销社卖化肥农药。 那一年， 夏锄
插秧农忙时节， 玉米和水稻秧苗
出现虫灾， 可巧杀虫药全部卖光
了。 县里也出现断档， 答应第二
天才能调剂送货。 这时候， 一个
农民急急忙忙进到店里， 说他们
是县里最南端的边远地区， 出现
严重的粘虫灾害 ， 要买农药灭
虫。 我解释说： “杀虫农药已经
卖光了 ， 县里明天才能送货 。”
那人一听就急了， 一个劲地抱怨
路远、 买不到农药今年的庄稼谁
负责， 嘴里骂骂咧咧。 我看他真
是路途遥远来往不便， 就用电话
一个个联系分销店， 终于找到部
分存货， 就骑自行车去取。

盛夏酷暑， 经过来回三十多
里的崎岖盘山路奔波， 当我满头
大汗把杀虫药送到农民手上时，
他激动地只会说： “谢谢， 谢谢
你。” 第二天， 他们敲锣打鼓给
我们送来锦旗、 感谢信。 还给县
广播站写稿表扬我们， 称赞我们
是农民的贴心人， 支援农业的好
后勤。

如今， 近五十年过去了， 当
初漂亮年轻的七朵金花都已经是
年过七旬的古稀老太。 这些年工
作的变动， 七姐妹都已经是天南
地北失去了联系， 但这段流金岁
月， 依然是最闪耀的青春之光。

■家庭相册

□朱宜尧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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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自行行车车上上的的爱爱情情
他， 大高个儿， 白净净亮堂

堂的 ， 一身的军装 ， 十足的帅
气； 她， 一头乌黑亮丽的齐耳短
发， 一套清新而素朴的 “标配”
———白上衣蓝裤子， 脚上一双母
亲纳的花布鞋。

他的老家在安徽， 因为战乱
和贫困， 父亲挑着挑儿， 逃难到
黑龙江； 她是因为 “成分” 的问
题， 没了家， 不得以背景离乡。

两个年轻人 ， 似乎同病相
怜， 似曾相识， 一见如故。 那时
不兴自由恋爱 ， 都是通过 “媒
婆” 的介绍相见相识的。 他推着
二八自行车， 高大帅气地站在她
面前 ， 一种炫耀和套近乎的表
现， 隔着爱车望着她。 这一望，
就喜欢上了 ； 她却有些局促不
安。 没敢正脸瞧他， 低头不语，
目不转睛地盯着 脚 下 的 花 布
鞋 。 她晃动着身子 ， 羞赧低头
莞尔一笑。

两个人站在那里， 找不到更
合适的话题。 他昨夜的腹稿成了
今天的哑场， 脸涨得通红， 一句
也想不起来。 他突然想到了 “爱

车”， 想带着她去江边兜风。
路是土路， 高低不平。 他急

切地跳上了自行车， 长长地出了
一口气 ， 心情无比的舒畅和激
动， 瞬间摆脱了那种局促不安。
他铆足了劲儿 ， 想驮着她去兜
风 。 而她 ， 几次试着坐上 自 行
车的后座 ， 由于他骑得太快 ，
路又颠簸， 几次都未能如愿。 她

急 得 直 掉 眼 泪 ， 跺 着 脚 ， 眼
看 着 他 骑 远 了 ， 而 他 却 丝 毫
没有觉察到 。

他哄她 。 为她捉红尾巴蜻
蜓， 傻乎乎地做鬼脸， 踩自己的
影子逗她开心。 而根本就没动真
气的她， 咯咯地笑个不停。 他和
她幸福地走到了一起。 而这一略
显搞笑的自行车上的爱情， 成了
他们之间的趣谈。

他们就是我的父亲母亲。 后
来有了大哥， 有了我和小妹， 有
了我们幸福的五口之家。 他们的
爱情成了儿女们饶有兴致的话
题 。 “就 没 难 为 一 下 父 亲 ？ ”
“他买花了吗？” 面对儿女们的追
问， 母亲笑笑作为回答。

半个世纪过去了， 一张照片
印证了时代的爱情， 也成就了幸
福的一家人。

如今母亲去世已经十年了，
老父亲也已经88岁了， 记忆力减
退得像几岁的孩子， 但每每看到
这张照片， 总是痴痴地笑， 眼里
的泪花婆娑闪烁， 记忆永远也离
不开这段青葱的岁月。

炉子里的火苗映在她通红的
脸上， 在这个冬日的早上， 她很
早就出摊了。 她旁边有一位中年
男子， 正在帮着将两个笨重的面
桶拎了过来， 而后便离开了。 一
个春卷摊， 维系着一家四口的生
活， 每天经过菜场的时候， 总能
见到她。

见我来了， 她笑着说： “春
卷皮还要等一会儿才有， 今天出
摊儿有一点点晚， 昨天儿子过生
日， 我们一家出去吃饭看电影，
所以晚了一点。” 她麻利地将摊
面皮的铁板用肉皮擦干净， 而后
将那桶面拎到了炉子边， 开始了
一天的工作。

她的摊位 ， 正在市场的入
口， 无遮无挡的， 一旦遇上下雨
或者是下雪的天， 她便只能支起
一个小棚， 夫妻二人便蜷缩在里
面。 等春卷皮的过程中， 得知她
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二十岁， 小
儿子十八岁， 两个儿子都只初中
毕业便没再读书， 而是选择去工
地上做小工。

问及为什么不读书时？ 她轻
声说： “唉， 我们两个没什么文
化， 孩子辅导不了。 前几年家里
又有点变故， 孩子懂事， 都出去
挣钱了。” 正说着， 小儿子过来
了， 送来了早点， 并且接过了她
手中的活儿， 忙了起来。 她笑着
说： “我儿子特别孝顺， 这不，

给我送了早饭后， 便要去工地上
班， 他也曾让我不摆摊了， 可是
我不能让孩子太苦， 能做一天做
一天吧！”

吃过了早餐， 她又开始忙了
起来， 男孩走的时候， 轻声对她
说 ： “妈 ， 如果觉得冷就不做
了 ， 早点收摊儿回家休息吧 。”
女人的脸上笑容一下子绽开， 在
她看来， 儿子一句贴心的话， 胜
过了千言万语。

由此让我想到我对门住的那
户人家 ， 儿子今年读了名牌大
学， 可是对父母却是很瞧不起，
不是嫌父母穿着老土， 就是嫌父
母没能给他提供更好的物质条
件。 男孩的母亲跟我提及这些时
一脸的无奈。

同是一样大的孩子， 相比起
这个没有读名牌大学的男孩， 他
对 父 母 的 所 作 所 为 的 确 让 我
感 到 惊异 。 我在想即便是读了
大学又怎样？ 即使有朝一日真的
功成名就了又能怎样？ 一个连自
己父母都不尊敬的人， 读再多的
书也是成了摆设。

离去的时候， 她的男人正从
外面回来。 夫妻二人， 一人做面
皮 ， 一人包春卷 。 北风呼啸而
至， 可是二人却有说有笑， 仿佛
全然不觉得冷 。 或许在他们看
来， 有两个孝顺的孩子， 就是天
底下最幸福的事。

■图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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