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旭 文/图

投稿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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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每篇 500
字左右 ，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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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铺草褥子取暖的岁月

■青春岁月

严寒的冬季， 我居住的小区
通上了暖气， 待在家里感到暖融
融的。 这时， 我想起了小时候取
暖用的草褥子。

在那时， 我们这里农村还没
通上电， 在漫长而寒冷的冬季，
当然也用不上电热毯。 这时， 几
乎家家户户就会做些草褥子铺在
床上， 来御寒取暖。

冬天来临之前， 父亲便来到
县城的集市上 ， 扯上一些白洋
布， 带回家中。 母亲开始忙碌起
来， 把这些布剪成几块， 缝成筒
状， 备用。

找个艳阳高照的天气， 母亲
背上粪箕 ， 来到自家的麦穰垛
前， 撕下麦穰， 塞进粪箕。 当麦
穰塞满了粪箕， 母亲背上， 来到
一个朝阳的大石面上 ， 撕下麦
穰， 摊开。 就这样， 母亲来来回
回跑了好多趟， 看麦穰差不多够
用了 ， 这才罢手 。 晒过一段时
间， 母亲就用木叉挑挑翻翻。 和
煦的阳光在金黄而又柔软的麦穰
上跳跃， 晒去了潮气， 晒走了虫
子， 晒死了虫卵。

母亲把晒好的麦穰运回家，
装到缝好的被筒里， 用针线缭上
开口的部分， 草褥子就做成了。
母亲把床上的被褥抱到一旁， 再

把草褥子放上去， 摊开， 弄平。
冬夜的室外天寒地冻， 北风

刺骨， 我们这些孩子不大喜欢出
门了， 大都猫在家里， 铺有草褥
子的床常常成了我们 “表演” 的
舞台。 吃过晚饭， 点燃床前的煤
油灯 ， 我们脱下鞋子 ， 窜到床
上， 感到软绵绵的， 真是舒坦。
我们在上面跳啊， 滚啊， 打啊，
闹啊， 玩得不亦乐乎， 满屋的欢
乐与笑声仿佛要把屋顶撑开。

这时， 大人们也经常围坐在
床沿上 ， 观看我们的 “表演 ”，
幸福的笑容常常洋溢在他们的脸
上。 我们玩够了， 耍腻了， 爷爷
有 时 讲 民 间 故 事 给 我 们 听 ，
奶 奶 有时说谜语让我们猜 ， 爸
爸有时唱革命歌曲给我们听， 妈
妈有时教我们儿歌， 让我们增长
了不少知识。 一家人在一起显得
其乐融融， 温暖的气氛弥漫整个
房间。

有厚实柔软的草褥子垫底，
躺在被窝里显得格外暖和， 当然
觉得寒夜也不是那么漫长了。 早
晨醒来， 把脑袋伸出来， 感到寒
气逼人， 就赖在被窝里不想起床
了。 大人往往喊上好几遍， 我们
都无动于衷。 看到大人的确生气
了， 这才恋恋不舍地爬出被窝，
穿上衣服。

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民生活
水平的不断提高， 在冬季床上铺
草褥子取暖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了。 不过， 一旦回想起来， 还是
感到那样的亲切与温馨。

别让“恐归”
伤了父母的心
□朱超群 文/图

■图片故事

■家庭相册

爱，不会痴呆
□武梅 文/图

临近年底， 放假在即， 我们
办公室开始跟随着 “大气候” 着
手安排假日值班表， 原本， 科长
早和我打好招呼， 说因为我的家
离单位近， 而其他几位同事都是
外地的， 所以到时候值班这档子
事是务必要我多 “辛苦” 的。 出
门在外都不容易， 我自然也体谅
大家那一颗颗期盼回家团圆的
心， 于是早就爽快应诺下来， 谁
知这事真正要付诸到计划表， 同
事小张却主动请了缨， 说， 结了
婚的， 谈了恋爱的， 都温温暖暖
地过年去吧， 这办公室里的值班
事宜， 他一人包了。

小张的话让我们都诧异不
已。 要知道， 在众位同事之中，
小张是工作在此离家最远的一
个。 平日里逢节假日， 因为远，
他就很少回去， 按理说好不容易
等到过年了， 怎么着也应该归心
似箭了吧？ 怎么可能会乐意留下
来值班呢？ 以为他开玩笑， 可是
看他那神色却又不像， 终究忍不
住好奇问难道过年不回去？ 面对
我们的询问， 小张无奈地一笑，
接着便道出了原委。

原来２６岁的小张， 在父母眼
里早已到了适婚的年龄， 于是每

一次只要回家， 小张都逃脱不掉
父母托人安排的相亲， 只是， 一
次次相亲， 一次次以失败告终。
倒不是小张不优秀， 原因是， 比
起相亲， 小张更期盼的是一场不
期而遇的爱恋。 讨厌今年再被要
求相亲， 却又担心抗拒会伤到父
母的心。 情义难两全， 能怎么办
呢？ 也许， 逃避是最好的办法。

我是能理解小张的这份为难
的， 却在这份理解之下， 依然忍
不住想到了小张的父母。 新年，
是一家人奔波劳累一个整年后团
聚的最好理由 ， 试问 ， 普天之
下， 家家户户， 谁不在期盼着新
年里的全家团聚， 小张是家里的
独子， 于他的父母而言， 对常年
工作在外的儿子， 可能那份期盼
之心更甚。 如果小张不回去， 倒
是真的可以逃避掉可能要承受的
尴尬窘迫， 只是真的难以想象他
的父母将要承担如何的一种失落
和揪痛， 也许整个新年都会由此
郁郁寡欢吧？

其实放眼四周， 不难发现，
“恐归” 的绝不仅仅是小张一个，
“恐归” 的理由也不仅仅是小张
所属的这一种， 只是真的， 不管
你有如何冠冕堂皇的 “恐归” 理
由 ， 都应该想想远在家乡的父
母。 因为比起别的一切， 什么名
利， 什么权势， 父母更需要的是
逢年过节时， 那一份亲情相聚的
温馨。 哪怕因为我们的归来， 他
们会变得更忙碌和劳累， 他们也
会累并快乐着。

我们爱父母， 会害怕因为自
己而让父母伤心失望， 但是， 还
是别让 “恐归” 先伤了父母的心
吧 ， 要知道在那心之所系的地
方， 无论何时， 那一份等着我们
回家的期盼是始终炙热的， 毫无
苛求的……

周日去新华书店， 打算买两
本当代名家的散文集。 刚到书店
门口 ， 迎面碰到了大学同学红
红。 她正抱着两本书， 匆匆忙忙
地从书店里出来 。 我们有一年
多没见面了， 意外相遇， 有很多
话想说。 于是， 我把她拉进了书
店门厅旁的休息区。

刚坐下 ， 我就急切地说 ：
“这么长时间没见你， 我早就想
你了 。 今天 ， 咱俩可要好好叙
叙。” 她把书放在面前的桌子上，
说： “我也早就想你了， 可我不
能和你聊太久， 我还要回去陪我
妈妈呢。” 我这才看到， 她买的
其中一本书是 《老年痴呆的调养
与护理》。 我很吃惊， 问她为什
么买这种书。 她长长地叹了口气
说： “我妈得了老年痴呆症。”
我真不敢相信。 前年 “五一” 假
期， 她带我们几个同学去她妈妈
家里玩时， 她妈妈还很健康、 很
开朗， 待人热情、 干事麻利。 那
天， 阿姨做了一大桌子菜， 把我
们一个个撑得走不动路。

阿姨曾是当地一所农村小学
的民办教师， 当了几十年的班主
任， 那天阿姨说， 她还有半年就
退休了， 她让我们以后多去她家
玩。 可没想到， 一年多没见， 阿
姨竟然得了老年痴呆症。 我问：
“严重吗？”

红红说： “中期症状吧。 现

在她不会主动跟人说话， 只有问
她， 她才回答。 记忆力很差， 她
不记得自己刚做过的事； 出门就
不认识回家的路； 几十年的老邻
居也不认识。”

我又问： “她能认识自己的
子女吗？” “能， 每个人的名字
都能叫准。” 红红说。 我不禁感
慨： “这就是母亲的特质。” 红
红接着说： “是啊， 家里有好吃
的， 她知道拿给我们吃。 知道问
我们冷不冷、 热不热。 也只有母
亲能做到这样。” 此时， 我联想
到一则电视广告： 一个患了老年
痴呆症的父亲， 在酒桌上， 当着
很多客人的面， 孩子似的把盘子
里的饺子直接抓起来， 装进自己
的衣服口袋里， 说： “这是我儿
子最爱吃的。”

此时， 红红起身要走， 说回
去陪妈妈说说话 。 我也跟着起
身， 说， 我和你一起去， 感受一
下不会痴呆的爱。

■工友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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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是丁卯是卯， 是大杨一贯
的工作作风。 这三九天， 风嗖嗖
的， 嘎嘎冷， 能冻掉下巴。 就在
这样天气里， 大杨给自己设了个
“套”， 在里面乐此不疲。

和大杨不错的哥们埋汰他，
说他没事儿闲的 。 为了备战春
运 ， 这一天本来忙得就像个陀
螺，还自己给自己加任务，眼看就
要过年了，消停地过个年不好吗？

大杨笑了， 说： “就是要消
消停停地过个新年， 备战春运，
才逐台检查设备呢！”

今年和往年不同， 线路上的
红外线设备都是新安装的， 前些
天因为探头不稳定更换过热敏探
头。 还有几处隐患大杨不放心，
要亲自看看。

车间管辖1468.4公里， 负责
9条线上139台设备。 大杨开始了
“地毯式” 的设备大检查。

大杨对室外设备重点检查
探头、 磁钢、 保护门 “三大件”
的作用情况， 室内主要测量设备
技术参数。 不是形式主义， 又不
存在好人主义， 根本不针对包机
人 ， 只 是 针 对 问 题 而 整 改 。
这 一 路下来 ， 辛苦没少付出 ，

还真发现不少问题， 更换了一个
探头， 保护门也有一个开关不
灵活 。

每到一处， 大杨把设备数据
分门别类地记录下来， 一个探测
站一张记录单， 工工整整的， 都
交给了包机人， 以后检修时用作
参考。

那天， 检查完设备， 刚从线
路上下来 ， 我们谁也没注意大
杨。 因为穿得多， 身体笨重， 只
是感觉刺骨的寒冷。 走过石砟，
大杨使劲儿地跺了跺脚， 好像有
什么东西粘在鞋底上了， 自己还
嘟囔了一句， 然后在地上蹭了几
下， 等走到平整的站台上， 大杨
突然说他的右腿好像不好使了，
总感觉像踩棉花一样。 这可把我
们吓坏了， 这年头， 年轻人得老

年病的也不少见。 第一时间想着
去医院， 别耽误了病情。 小刘蹲
在地上看了看大杨的右脚， 哈哈
大笑起来， 原来是右脚的鞋跟刚
才蹭掉了。 一步一米六五， 一步
一米七， 能不像踩棉花吗？ 我们
几个人蹲在地上， 定睛一看， 笑
疼了肚皮， 笑出了泪花。

这趟检查大杨付出了一双鞋
的代价。 回头给大伙一讲， 没有
一个不乐的。

年根儿了， 139台设备 ， 一
个都不少， 大杨逐一检查完毕，
历时48天， 确保了春运运输的安
全畅通。

这一路的辛苦大杨从来没提
过 ， 用 大 杨 的 话 讲 ， 就 是 干
这 行 的 ， 啥辛苦不辛苦 ， 都是
分内的事。

□朱宜尧 文/图

一一个个都都不不能能少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