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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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亲一次
你的脸

□张帮俊 文/图

■家庭相册

■工友情怀

□何礼仁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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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故事

“感谢企业给了我再次上岗
的机会， 也感谢工友们对我的帮
助，同时也要感谢自己，一直这么
努力坚持。 ”去年12月30日，捧着
大红的队级明星员工荣誉证书，
在100多个工友面前发表自己的
感言， 煤矿机电队电机绕制班职
工彭春娟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而
这一切，她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

2011年， 毕业于一所职业技
术学院的彭春娟被分配到矿上行
政办公室做文员， 多才多艺的她
把工作干得有模有样， 轻松舒适
的工作环境也让她有更多时间从
事喜爱的写作， 诗歌等作品不断
见诸报端， 才女的名声在矿区不
胫而走。

可是，2016年初，矿上启动了
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
机关部门整合， 机关人员精简，
彭春娟被转岗到机电队绕制班。
绕制班负责井下电机的维修和绕
制， 整天和冷冰冰的电机壳体、
铜线和脏兮兮的油漆打交道。

虽然以前学过机电知识， 可
是已过去5年了， 而且电机绕制
一点经验也没有。 从机关文员转
到班组绕制工， 这个变化让彭春
娟措手不及。 来到新的岗位， 她
的心情跌落到了极点。 每天， 她
的脸都绷得紧紧的。

彭春娟刚到绕制班时， 工友
们都感觉她很怪， 动不动就发脾
气， 其他人在一起交流时， 她也
总感觉在议论自己， 与工友们矛
盾不断， 班组安排的工作也总是
心不在焉。 很快， 有人建议队上
将其调走。

机电队党支部书记梁晓峰很
快掌握了这个情况， “春娟是个
好苗子 ， 要尽快帮助她树立信
心。” 他分析彭春娟的性格特点，
将绕制班班长王贵林指定为她的
师傅， 并且签订了师徒协议。

王贵林原来是采煤工， 8年
前在井下受伤后转到绕制岗位，
走出人生低谷后， 练好绕制绝活
当上班长。 他把自己的经历讲给
彭春娟听， 还把多年收集的绕制
技术资料送给她， 鼓励她学好绕

制技术， 积极参加矿队举办的技
能培训。

受到师傅的熏陶， 彭春娟的
倔劲又上来了。 白天她耐心地从
日常操作中一点点积累经验， 晚
上拿出资料仔细研究琢磨。 工作
之余， 王贵林这个憨厚的矿山汉
子， 对自己这个大学生徒弟手把
手指导， 师徒二人经常一起切磋
工作难题。

一段时间后， 彭春娟不但适
应了新的岗位， 干一行爱一行，
而且慢慢融入到了机电队这个大
家庭。 她脸上笑容多了， 主动和
工友交流也多了， 还经常帮助工
友代写证明、 申请资料， 矿区各
类文娱活动都少不了她的身影，
才女的名号又回到了她的身上。
去年5月， 彭春娟代表机电队参
加全矿女工才艺展示赛， 夺得了
第一名 ， 让工友们对她刮目相
看。 从6月开始， 她先后四次获
得了机电队月度星级员工称号。
12月28日 ， 经过区队党支部提
名， 全队职工一致投票赞成， 她
被队上推荐参加全矿年度明星员
工的评选。

“对转岗人员来说， 只要摆
正心态， 树立从头再来的信心和
决心， 就能快速走出低谷适应新
岗位， 在新的环境中茁壮成长，
体现自己的价值所在。” 谈及自
己转岗以来的心路历程， 彭春娟
动情地说。

噩耗从奶奶一大早的哭声中
而来， 爷爷没有像往常中从睡梦
中醒来， 而是昏迷不醒。 父亲忙
打电话叫120将爷爷送去医院抢
救。 当爷爷被送上救护车时， 奶
奶瘫痪在地上， 哭道： “这是怎
么搞的啊！ 昨晚还是好好的， 老
头子你可不能有事啊！”

在医院进行急救， 爷爷仍没
有苏醒， 经CT检查 ， 脑溢血出
血严重。 医生无奈地告诉我们，
病人情况非常糟糕， 最多能熬到
明天早上， 你们要有思想准备。
当听到这个消息时， 我们都有些
不相信， 虽然早就知道87岁的爷
爷迟早会有这么一天， 可是当这
天突然而来时， 大家还是有些接
受不了。

奶奶在家早就哭成泪人了，

母亲怎么劝她都停止不了， 还非
要去医院看爷爷。 我们知道这可
能是老两口最后一别， 于是就答
应了。 一路上， 母亲安慰奶奶，
说爷爷只是生病住院了， 治好了
就可以回家了。 可是， 当一进病
房 ， 见到爷爷鼻孔里插着氧气
管， 喘着粗气， 仍昏迷不醒时，
奶奶发疯似地跑到床前， 跪到地
上， 哭道： “老头子， 老头子，
你这是怎么了！ 你醒醒呀， 和我
说说话啊！” 可爷爷回答她的仍
是艰难的喘气声。

不管谁劝 ， 奶奶就是不起

来。 她哭道： “好人啊！ 苦了一
辈子， 从来没打过我一巴掌， 吵
过一次嘴， 什么事儿都听我的，
我对不住你， 我没照顾好你呀。”
随着爷爷喘气声越来越无力， 爷
爷离开人世的时间快到了。 怕奶
奶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父亲要把
奶奶搀扶出去。 临走之时， 奶奶
爬起来， 紧紧握住爷爷的手， 俯
下身亲了一下爷爷的脸 ， 轻声
道： “老头子， 你在那边等我，
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孤单， 今生咱
们夫妻缘分尽了， 来世咱们还做
夫妻。” 那一幕全家人都不忍心
看， 看了心如刀绞。

算起来， 爷爷奶奶结婚已经
有六十多年， 半个多世纪里， 两
人风雨同舟， 含辛茹苦养育四个
孩子。 他们的感情早已经受住时
间、 风雨的考验。 特别是老了以
后， 两人到哪里都是手牵手， 同
进同出， 从没有分开。 没想到，
这次分别， 竟成了永别。

爷爷走后， 我常见奶奶一个
人孤独地坐在她与爷爷经常坐的
公园石凳上发呆。 老伴， 老伴，
一生为伴， 其实， 当爷爷走时，
奶奶的心也跟着走了。

那天我和家人一起去圆明园
游玩。在含经堂附近的湖面上，看
到了这几只出生仅4天的小天鹅。
在大天鹅的带领下它们已经开始
下水觅食了，但由于天寒水冷，不
耐冻的小天鹅经常要爬到大天鹅

身上取暖， 还不时露出头来好奇
地观看外面的世界。 大天鹅背上
的小天鹅看着自己湖面上的同胞
悠闲自得很是羡慕， 其它小天鹅
大概却很羡慕在妈妈背上取暖的
它吧。好一幅冬日里温馨的场景。

前些年我去泰国旅游， 幸运
地赶上了泰历的元旦。 曼谷位于
湄南河下游 ， 市内佛寺庙宇林
立， 建筑精致美观， 以金碧辉煌
的大皇宫、 流光溢彩的玉佛寺、
庄严肃穆的卧佛寺、 充满神奇传
说的金佛寺最为著名 。 漫步城
中， 映入眼帘的是巍峨的佛塔，
红顶的寺院。 每天早晨， 全城香
烟袅袅， 钟声悠悠， 诵经之声不
绝于耳。

笃信神佛的泰国人把每年傣
历的六月作为一年的起始， 泼水
节的时间在傣历六月的月圆日前
后 （公历4月13日至4月16日间），
节日活动持续3天或4天， 第一天
叫 “宛多尚罕”， 意为除夕， 最
后一天叫“宛叭宛玛”，意为 “日
子之王到来之日”， 即傣历元旦。

我们抵达泰国时正遇到泰国
新年 ， 泰国新年的活动有划龙
舟 、 跳孔雀舞 、 放高升 、 斗鸡
等， 人们身着盛装、 载歌载舞、
喜气洋洋， 很多人家还要杀猪做
年糕， 准备丰盛的年饭， 宴请亲
朋好友。 当然， 泰国人在新年中
举办的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泼水节
了， 人们祈求洗去过去一年的烦
忧，在新的一年有一个好的开始。

那天早晨我们在导游哈桑先
生的陪同下捧着风兰花去玉佛寺
听经， 寺庙的僧侣在讲经前先端
出盛满法水的铜钵， 我们依次走
到铜钵前接受法水的 “洗礼”，当
我满身是水回到座位上， 哈桑羡
慕地说：“恭喜你接受了这么多祝
福， 一年的好运都会陪伴着你。”

僧侣讲的经文对我来说无异
于天书， 总算熬到了讲经结束，
盼望已久的泼水节开始了。 我拿
起一桶水就往寺庙外冲， 哈桑一
把拉住我说： “别急！ 你西装革
履怎么能参加泼水节？ 要轻装上
阵。” 我于是像其他男士那样赤
裸上身， 只穿着短裤。 大家兴致
勃勃地走上街， 此时的曼谷街头
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人们相互
泼水嬉戏， 以此辞旧迎新。 在泼
水节上被泼水最多的人往往是最
受欢迎的人， 所以不被淋成个落
汤鸡人们是不会尽兴的。

泼水节上不少泰国人买来小
包面粉， 加上水调合成糊状， 恶
作剧般地擦在别人身上。 旅行团
的老李背上、 肩上、 腰上沾满了
面粉糊， 他打趣地说： “回酒店
我用这面粉糊做饼子吃。” 此时

的人们不分老幼尊卑， 他们尽情
地用泼水的形式表达欢乐， 接受
祝福， 同时也祈求神明保佑。

泰国的年轻人还用泼水来表
达爱慕之情。 我身边的一个泰国
女孩， 留着飘逸的长发， 明眸皓
齿， 身材婀娜， 一身迷你打扮，
健康的棕色皮肤在阳光下显得分
外性感。 她是我在泼水节上见到
的被泼水最多的人， 女孩尽管被
淋得透湿， 但她美丽的脸庞上始
终绽放着如花的笑容。

泼水节期间， 泼水的大军拥
塞了曼谷的街区， 曼谷的几个主
干道交通几近瘫痪， 但人们没有
丝毫抱怨。 当我醉心于这场酣畅
淋漓的水战时， 世间的烦恼和人
生的苦闷也被荡涤一空， 这真是
一个难以忘怀的异国 “元旦”。

萌 天 鹅
□焦晓泉 文/图

在泰国过“元旦”

转岗后依然精彩
□杨涛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