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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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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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杰

■“八小时约定”征文选登

将“边缘护理”进行到底

□王爱芹 文/图

■■家家庭庭相相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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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组里的男男闺闺蜜蜜

我叫王爱芹， 是公交保修四
厂的一名总成管理员。 在男同胞
一统天下的保修厂里， 我们女同
胞绝对是 “珍惜物种”。 不论哪
个班组， 都以 “公主” 人数多而
感到自豪。 由于工作性质不同，
我所在的总成库用 “豪华阵容”
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班组里的
男女比例五比五， 各顶半边天。
几个姐妹还把组里的男同胞按年
龄大小依次尊称为 ： 老大 、 二
哥、 三儿、 四弟， 最小的 “小鲜
肉” 就叫 “美人儿”， 大家在一
起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是我们
女同胞不折不扣的 “男闺蜜”。

团结、 和谐、 友爱， 是我们
班组的座右铭。 工作起来大家互
相协作， 有任务一起上， 有困难
一起扛。 众所周知， 作为一名合
格的总成库管理员， 具备的首要
条件是心细、 有耐心。 因为每天
进出库的各种总成配件数目繁
多 ， 型号多样 。 新总成何时出
库， 用在哪一部公交车上， 旧总
成入库时间， 零件价格， 能否修
复……都要详细、 准确地录入电
子台账———这方面是我们女同胞
的强项。 另一个需要具备的条件
是要有一定的体力。 因为汽车总
成零件很多都是铁家伙， 最小的
也有几斤重， 大的要两三个人来
抬 ， 就是 “女汉子 ” 也力不从
心。 俗话说： 男女搭配， 干活儿
不累。 别看我们组的 “男闺蜜”
们不属于高、大、壮的“铁汉”款，
但在搬搬抬抬的 “关键” 时刻，
尽显 “纯爷们” 的英雄本色。

记得有一次， 一个小姐妹负
责的总成材料怎么也对不上账，
眼看就要下班了 ， 急得她团团
转。 大家劝她明天再查吧， 可她
一定要对上账才肯罢休。 见拗不

过她 ， 全组人都主动留下来帮
忙。 姐妹们分头儿查票据、 对账
本，“男闺蜜” 们就干脆一头扎进
库房，搬开总成一件件查型号、翻
记录， 足足忙活了两个多小时。
不知谁说了一句： 今天的工作过
程曲折， 结果圆满， 老大非常满
意， 打赏抢红包喽……顿时， 把
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刚才的紧张
和疲劳， 瞬间烟消云散。

工作上 “男闺蜜” 们对我们
女同胞关爱有加， 生活上更是当
仁不让。 诸如搬家、修房子、换煤
气、 下水道堵了这样的脏活、累
活，只要招呼一声，他们总是第一
时间为我们排忧解难。 为了犒劳
“男闺蜜” 们的洪荒之力， 姐妹
们也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红
烧排骨、糖醋里脊、清蒸鱼……一
盘盘拿手菜提前在家做好， 第二
天拿到单位犒劳这些 “馋猫 ”
们 。 每逢组里的姐妹们休假旅
游， 总不忘带回一些异地美食给

大家分享， 这才叫有福同享。
当然， 最难忘的还是春节值

班， 大家在一起包饺子的场景。
王姐准备食材， 班长和面， 老张
和肉馅， 小高擀皮， 组员小回离
单位最近 ， 从家里拉来锅碗瓢
盆、 菜刀菜板等家伙什儿， 大家
围坐在一起一边包饺 子 ， 一 边
唠家常 ， 热闹的气氛就像一家
人似的。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班组的
团结和努力， 也换来了一个又一
个的荣誉： 连续几年获得分公司
级先进班组和 “安康杯” 优秀班
组的荣誉称号。 每月一评的流动
红旗， 到了我们组就再也 “流”
不走了。

时间过得真快， 一晃 “三八
节” 就快到了。 我们几个姐妹商
量， 想请组里的 “男闺蜜” 们搓
一顿 “大餐”， 感谢他们多年来
对我们女同胞的包容和关爱， 愿
友谊天长地久！

■工友情怀

1976年的冬天 ， 在生产队
务农的二哥决定报名参军 ， 经
过体检政审等各环节， 终于如愿
以偿。

将走的前几天， 下了一场大
雪， 田野、 远山都盖上了一床柔
柔的棉被。 村边的溪流结了一层
冰， 被雪覆盖， 再也看不到潺潺
的姿态， 只能想象到冰下溪水不
甘寂寞地流向远方。

在这个落雪的冬日， 母亲的
心情喜忧参半， 在高兴里又掺杂
了些许的担心， 她是担心二哥的
身体吃不消部队的生活。 二哥从
小就肠胃不好， 吃饭细食， 怕冷
怕热的， 一吃不好就会闹肚子。
尤其是夏天， 苦夏的二哥瘦得像
刀螂一样。

母亲天天念叨着絮语着。 二
哥懂得母亲的心思， 一边安慰着
一边戏谑母亲： 说不定穿上了军
装， 吃上了部队饭， 我的身体就
强壮了起来， 军队是大熔炉， 最
能历练人！ 母亲苦涩地笑笑， 但
愿如此， 也省却了我的牵挂。

那几天， 家里人来人往， 亲
朋故友 ， 街坊邻里 ， 一拨一拨
的， 一改往日雪后各自蜗居的寂
寞， 张大婶拿来了鸡蛋， 崔大爷
给二哥赠送了笔记本， 东头儿的
五叔给二哥买了一支崭新的钢

笔， 西边的嫂子还给二哥做了一
双 “当兵光荣” 的鞋垫……礼轻
情意重， 一人当兵， 全村光荣。
乡亲们对二哥当兵的重视， 胜过
一切， 祝愿的话像群星闪烁在家
人和二哥的心中。 乡邻们的热情
温暖了落雪后那个寒冷瑟缩的冬
天， 也抚慰着母亲那生自心头的
牵挂。

母亲按照老家习俗， 出门饺
子进门面 ， 头天晚上包好了水
饺， 第二天我们吃过了母亲的送

别水饺， 父亲和我便送二哥去公
社武装部换军装。 母亲挪移着小
脚一直送到村口， 不时把想起的
话装进二哥的心里。

路被大雪封了个严严实实 ，
我们只好顺着那条羊肠小道在嘎
吱嘎吱的雪地里艰难地向公社走
去。 终于到了公社的礼堂， 送行
的人已经熙熙攘攘了。 按照武装
部的安排， 二哥领了军装， 换下
了农装 ， 显得特别有精神 。 这
时， 一个领兵的军人来到父亲身
边， 和蔼地嘱咐父亲不要惦念，
到部队里各方面的条件都好， 战
友都来自五湖四海， 亲如一家。
父亲一边点头 ， 一边说着客气
话 ， 嘱咐带兵的人多多管教二
哥。 父亲悬空的心里有这位带兵

军人的安慰， 仿佛也有了着落，
一如飘舞的雪花终于栖在了枝
头、 瓦楞上。

送走了二哥回到家， 父亲把
那位领兵人嘱咐的话告诉了母
亲， 母亲的担心也算有了一丝的
解脱。 随之， 街坊邻居隔三差五
来我家和母亲说说话， 怕母亲因
儿子离开而寂寞和想念。 母亲本
来绷紧的弦总算松了一些。 以后
的日子里， 二哥的家书不断， 汇
报部队生活的火热， 官兵的团结
温情。 诚如二哥所言， 他的那些
毛病都没有了， 身体倍儿棒。

后来， 二哥还参加了对越自
卫反击战， 荣立三等功， 这成了
全家人的骄傲！ 母亲也放下了她
最初的牵挂！

我已参加工作25个年头了 ，
回想起当年稚气未脱的我， 怀揣
着梦想和憧憬来到了首都， 踏上
了我的职业生涯之路。

报到时， 人事处的老师告诉
我： “你被分配到了木城涧矿医
院 ， 不远 ， 离这才百十里地 ”，
我一脸的迷茫， 门头沟已经够偏
僻的了， 我入职的医院将在何
方 ？ 老师又接着说： “先在招
待所住着吧， 矿上干部科会来人
接你。”

这一住就是七天， 我度日如
年 ， 在种种猜测与不安的期待
中， 盼来了干部科接我的人， 是
一位慈祥的大叔， 姓程。 大叔很
热情， 问寒问暖问家乡， 我礼貌
地回答着， 但看着路边的高山渐
行渐高， 我压抑的将要窒息， 终
于忍不住， 眼里热热的液体滚落
了下来。 他见我情绪失控， 便不
再说话， 越往里走， 山越陡峭路
越窄， 我的心情低落到了冰点，
此景， 与我从儿时就魂牵梦系的
首都北京大相径庭， 先前的骄傲
与自豪一扫而空， 洒着一路的眼
泪到达了目的地———木城涧矿医
院。 路边是两层黑黑的老楼， 后
面是新建的三层病房楼， 也显得
是那样的灰头土脸， 病房楼后面
就是怪石林立的大山， 我的梦想
彻底的被现实撞折了腰。 我的职
业生涯就从这里开始吗？ 带着种
种的疑问我走上了工作岗位———
内科护士站。

这里 ， 加上我有六个护士 ，
她们基本上都不是专科毕业的，
有的是矿务局内部培训， 有的甚
至是到了护理岗位上， 师傅带徒
弟带出来的。

二十三张病床， 病人大多都
是矽肺病， 每天重复着晨护、 打
针、 输液， 我三年的学习与积淀
所用无几， 心中的失落无时不在
泛滥， 在消沉中我经常抢着干那
些我自认为有些技术含量的活，
比方说输液。

渐渐地， 我感觉病人愿意跟
我聊天， 问一些知识， 每天早晨
都会有病人尤其是血管不好的病
人问 ， “今天是小李输液吗 ”？
护士大姐们也经常会向我投来羡
慕的目光，开始我不解，后来了解
到，病人们普遍反映我技术好，输
液不疼而且总是一针见血， 护士
站外面放着的意见本成了我的光
荣榜， 得到病人的肯定， 我心里
有了点小小的成就感。

一天下午， 我们正在护士站
闲聊， 突然听到外面人声嘈杂，

我率先跑了出去， 见一群人抬着
担架往抢救室走， 我刚要拿血压
计， 院长喊住了我： “小李， 今
天你上特护， 机电科的科长心梗
了， 没办法转院， 就在咱医院治
疗， 护理全靠你了。” 院长拍了
一下我的肩膀， 点着头， 眼里满
是信任。

当时医疗条件差设备简陋，
输液是开放式的， 用广口瓶乳胶
管， 患者输极化液必须严格控制
滴数， 用水止来调节滴速真得很
难， 加上要密切观察生命体征，
干预患者的饮食起居， 我不敢有
一丝懈怠， 24小时不离左右， 严
格遵照执行每一条医嘱， 在我们
的不懈努力下， 患者安全地度过
了危险期， 我如释重负。

通过这件事 ， 我明显感觉
到， 全院上下对我一致肯定、 认
可和寄予的希望，从此我成了“特
护专业户”。 渐渐地我改变了初
衷，因为在这偏远的矿区，我职业
生涯的处女地，它需要我，为我提
供了大舞台 ，任我尽情地演绎 ，
我爱上了这灰头土脸的小楼。

1997年， 院里决定开设精神
病科， 我又是不二人选， 而此时
的我已为人妻、 人母， 有太多的
牵挂与琐事。 为了全身心地投入
工作， 我只好忍痛把女儿送回了
千里之外的内蒙古老家， 至今心
里对女儿仍有一丝愧疚。 送走了
女儿， 我了无牵挂全身心地投入
到了学习工作中。

2002年开始， 我又步入了结
核病护理的行列， 对于我又是一
次学习和历练， 我一如既往地全
身心投入到学习和工作中， 很快
驾轻就熟。 2005年结核科护士长
竞聘上岗， 我在九名竞聘者中力
压群芳脱颖而出， 自己的能力再
次得到了展现。

每每说起我这25年的职业履
历， 家人们笑谈， “你从事的都
是边缘护理”， 确实贴切。 没有
急诊人的惊心动魄， 没有心血管
的千钧一发， 没有手术人的缜密
精细， 但是， 我一样在我的舞台
上， 演绎着我不一样的人生， 无
愧于我的职业， 无论是在基层面
对矿工， 还是对精神疾患的特殊
群体， 还是如今所从事的具有传
染高风险结核病人的护理， 从业
地点不重要，护理对象不重要，重
要的是我热爱并我全身心地投
入，在哪都会成就我的职业梦想。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有勇气
就会有奇迹 ， 我将把我热爱的
“边缘护理” 进行到底！

□冯天军 文/图

母亲的牵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