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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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友情怀

□曹立志 文/图

相聚

■家庭相册

我的父亲是老师
□□潘潘爱爱娅娅 文文//图图

□丁俊涛

■“八小时约定”征文选登

相伴风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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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故事

再远， 再老， 兄弟姊妹也要
一年见一次。

作为家中的小妹， 对于同乐
村70岁的郭巧云女士来讲， 每年
的正月初二初三， 是她回娘家探
望哥哥姐姐的日子， 几十年来，
雷打不动。

“哥哥， 我来给你拜年！” 刚
进村， 正碰上一早就在村口等她
的小哥郭宣炎， 于是兄妹俩说说
笑笑 ， 一起去给大姐郭谷宜拜
年。 温暖的老屋里， 柴火映红了
兄妹团聚的笑脸。

是呀， 血浓于水， 再远， 再
老， 我们也要每年团聚!

父亲在我心里永远是一副寒
士形象。 高挑的身材，瘦削的脸，
一套洗得快发白的蓝色中山装。
走路腰腿挺直， 目不斜视， 老辈
人都说他年轻时有“玉树临风”的
气质， 不然像我母亲那样的大小
姐也不会嫁给农家出身的他。

父亲的草绿色绑腿带子很
长， 他说那时候为了打走日本鬼
子， 男孩子从小学就是军事化管
理。 腿上要绑沙袋， 用绑腿带子
层层捆住腿练操跑步， 卸下沙袋
后两脚轻松 ， 走起路来身轻如
燕。 跟我们说这些的时候， 我们
觉得他很亲切， 其实他很多时候
都是古板的老夫子形象。 他把在
课堂上对待学生的严厉态度拿来
对待自己的孩子， 有过之而无不
及。 我们怕他， 躲着他。 现在我
的梦中， 父亲的脸都是板着的。

可是他的学生家长都很尊敬
他， 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学问好，
又老实， 又负责， 是出名的好好
先生。 就是在他被剥夺了教书权
利靠边站时， 人们都还在暗地里
敬重他。 过年时请他写门对、 家
信， 闲时也都会聚到他身边说说
话， 尽量把他的自尊心照顾着。
大家从他那小心翼翼的神情里，
能看得出他心里的感激。

七零年以后， 父亲又开始教
书， 虽然他已不敢对学生要求严
格了， 但依然 “愚钝” 得很。 见
学生不听课， 又不敢管学生， 就
自己怄气 ， 还把这种情绪带回
家 。 我很小就听见母亲埋怨父
亲： “人家不要知识， 你硬塞，
天下也就是你这么个大傻瓜。”

被埋怨后的父亲似乎也想改
正， 不再那么认真教学， 也想学
别的老师那样马马虎虎地混日
子。 可是， 每到星期天回家来，
还是把某某学生不听课、 某某学
生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的话带
回家 。 这时候母亲又开始攻击
他： “现在人不要文化， 你非要
他学文化， 最后的结果你还要被
那些学生打倒才好是不是？” 这
时候， 父亲就像是做错了事的小
学生， 低着头不吱声。

不知是从何时开始， 父亲星
期天回家总是带一大包东西。 第
一次见到， 我们以为里面有好吃
的， 结果一打开却是学生作业。
他白天不帮我母亲干活， 整天趴
在桌上把那些作业仔细批改。 到

了晚上还要占用家里的煤油灯，
这又引来我母亲愤怒的声音。

有天， 我大着胆子偷看那些
作业本， 妈呀！ 把我吓了一跳。
原来一大部分的作业本上都是红
红的字迹， 等于是父亲把这些学
生作业重做了一遍。 我怯怯地向
父亲说： “你把学生家庭作业本
改得面目全非 ， 人家肯定不高
兴， 如果是我也是不喜欢的。”
“都是错的， 难道不改正吗？ 小
孩子懂得什么？” 母亲又接上话：
“你爸爸就是木头脑筋， 无论怎
么说就是不信， 专干那些出力不
讨好的事情。”

父亲见我们都一齐埋怨他，
开始为自己辩解： “人干哪行，
都得有自觉心、 道德心和责任心
的。 就像那木匠打家具， 总是想
往好里打， 没有谁有意把东西做
坏。 我有时也想马虎一点， 可良
心又做不到， 不然怎么有职业道
德这样的话呢？”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职业道德
这么个词儿， 也感觉到我的父亲
是极有道德良心和责任心的好老
师。 可是他生不逢时， 他的那些
责任心道德心在当时并不被人重
视 。 待到社会上疯狂地追求知
识、 追求文凭时， 他已躺到了病
床上。 对那些来看望他的学生，
父亲总是一句话 ： “要好好学
习， 一定要好好学习， 知识永远
都重要都有用。”

我那清贫一生的父亲， 没有
等到自己 “有用”， 就那样清贫
地离世了。 给他的学生和认识他
的人留下了无尽的唏嘘： “这么
一位好先生走了真是太可惜了！”

平凡是另一种精彩
□□赵赵闻闻迪迪 文文//图图

时光静静地逃，
转眼间， 两年匆忙已过，
我合拢双手，
静静地祈祷，
却留不住它的歌谣。

时光静静地逃，
弹指间， 青春匆忙已过，
我张开双臂，
尽情的拥抱，
却敌不过奔流如潮。

一辆辆疾如闪电划过，
在这巨龙肩上，
穿越山林， 横跨平原。

因为有我，
我是这归途中另一道风景，
我没有高山伟岸，
他却为我让路。
我没有流水柔情，
她却为我动容。

因为有我，

天上的彩虹才落入人间，
挥动勤劳的双手，
书写时间的春秋。
放飞一个愿望，
伴您一路平安归途。

因为有我，
山水间腾起一道彩虹，
记载太阳的热情，
雕刻岁月的痕迹。
捧起一只白鸽，
伴您一起飞翔。

因为有我，
才能赏遍如画风景。
因为有我，
才能把思念拉得更近。
因为有我，
思念的人才不那么孤单。

因为有我，
希望与梦想再也不是向往。

我默默地，
默默地始终追逐，
追逐太阳那简单的足迹。

我默默地，
默默地无私奉献，
奉献我那无悔的青春。

简单的足迹，
无悔的青春，
因为有我，
路程不再崎岖坎坷，
因为有我，
人生多了平坦宽阔。
相伴风雨中，
这， 就是我———首发人！

照片上的小伙子名叫常伟，
国字脸上戴着一副黑边眼镜， 眼
睛里总是透着憨厚 、 热情的笑
意。 他是发电公司粉煤灰分公司
灰车管理班的一名普通青工， 主
要负责进厂灰罐车登记、 排序、
文明行驶、 信息沟通等工作。 成
天跟性格不同、 文化水平各异的
车主、 司机打交道， 他总是很有
耐心、 责任心和礼貌。 粉煤灰公
司的人一提起他都会竖起大拇
指： “小伙子不错， 工作认真，
又有一副热心肠！”

2016年8月中旬的一天 ， 常
伟像往常一样走进班组， 换好工
作服， 简单打扫一下房间， 看了
看交接班记录， 拿上进厂灰罐车
登记本， 走到停车场点数车数，
班长喊了一声： “部门经理找你
有事！” 原来， 1号机组检修将要
开工， 粉煤灰公司承接了1号机
组飞灰系统检修任务， 时间紧、
任 务 重 。 粉 煤 灰 公 司 早 早 地
着 手 准备 ， 为了更清晰及时地
将检修进展信息传递出去， 鼓舞
干劲 ， 粉煤灰公司决定办一份
《检修简报》。

这个任务 ， 只有做事细心 、
手脚勤快、 不怕麻烦的常伟最能
胜任。 考虑到他上的是运行班 ，
出 《检修简报》 肯定要占用他日
常工作后的休息时间， 部门经理
想征求一下他的想法。

常伟一点没犹豫， 满口答应
了。 在他心里， 工作永远是第一
位的， 一切困难都能克服。

出 《检修简报》， 听起来容
易， 做起来可不容易！ 一份 《简
报》 好与不好， 有没有大量素材
支撑版面至关重要。 而这些素材

的来源， 需要从各方面收集。
开工前， 常伟跟部门检修经

理、 安全员、 专工、 维修队长多
次沟通， 征集建议， 拟好方案。
开完动员大会， 他采访了几位参
检师傅， 拍了特写， 一头扎在电
脑前开始制作———写稿件、 修照
片、 查资料、 设计版面……

为了写出高质量、 接地气的
好稿， 他不但自己到现场采访、
记录， 还发动其他通讯员跟他一
起去 ， 一篇稿子写出来反复修
改， 直到自己满意为止； 为了拍
到检修人员废寝忘食、 争分夺秒 、
忘我劳动 、 无私奉献的风采 ，
他端着照相机从早到晚 “泡” 在
现场， 常常累得手腕 酸 软 发 麻 ；
为 了 做 出 最 漂 亮 的版面， 他
买来版面制作书籍自学， 不懂就
问， 还专门跑到设计公司找人请
教……

最终， 他做出来的 《简报 》
简洁大气、 极受欢迎。

检 修 期 间 ， 因 一 期 脱 硫
10KV开关室开关保护试验需要，
有一周时间粉煤灰公司办公楼暂
停供电。 为了全力保证检修窗口
计划和日常装灰工作， 粉煤灰公
司紧急改接临时电源供应生产用
电。 当日下起小雨， 凉意袭来，
大家伙儿冒雨加班施工， 场景非
常感人。 常伟举着相机站在雨中
不停按动快门 ， 间或帮忙抬设
备、 递工具， 跟着大伙儿从头干
到尾。

晚上 ， 他坐在灯下执笔凝
思， 将白天的景象在白纸上展现
出来， 继而配上一张张画面动人
的照片， 编入 《简报》。 整个检
修期间他都是这样度过的———白
天跑现场， 晚上写作， 人都瘦了
一圈。

雷锋说过： “我愿做一颗螺
丝钉 ， 哪里需要我 ， 就往哪里
去！” 常伟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这
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