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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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初， 我下定决心辞去了一
成不变的工作， 开始找寻一份适
合自己特长的新工作。 始料未及
的是， 遭遇 “更难就业季”， 偌
大的职场， 获得一份中意的工作
并非易事。 “开弓没有回头箭”，
我不得不为自己的理想埋单， 每
天在网上海投简历， 四处面试，
还好有一家教育机构及时递来橄
榄枝， 双方对彼此条件都十分满
意， 我的工作终于有了着落。

新公司前台小李是位新毕业
的大学生，23岁，年轻，有朝气，相
当不错的年纪，白皙的皮肤，一双
明亮会说话的眼睛， 温婉的笑容
透着亲切。小李非常健谈，和她交
谈十分投机， 我们俩很快熟稔起
来 ， 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

其实， 小李代表了我一直向
往的那种生活 ： 独立 、 热爱生
活、 无忧无虑。 我是个不安于现
状的人， 喜欢不停地挑战自我，
在职场中努力寻找新坐标。 对于
小李安心于本职工作、 不心猿意
马的工作态度佩服至极。 小李工
作张弛有度， 拥有生机勃勃的青
春和未来， 让人羡慕。

有一天中午闲来无事， 我和
小李闲聊， 她却忽然说， “我好
羡慕你呀， 你多幸福。” 她真诚
地说， “为了工作方便， 我在公
司附近租房 ， 租房价格居高不
下， 每月工资所剩无几。” 她说，
你看你， 虽然是贷款买房， 但总
是拥有了自己的小家。 拥有一个
稳定的婚姻， 孩子乖巧听话。 而
她， 其实并不希望在前台这个岗
位上徘徊不前， 却又找寻不到更
合适的职位， 工资几乎全部交付
房租， 想进修却又囊中羞涩， 只
好安于现状 。 她说她真是羡慕
我， 活得充实， 夫妇相随。

听了她的一席肺腑之言，我
不禁莞尔。原来，我们互相艳羡着
彼此的幸福， 却忽略了自己拥有
的幸福。 就像卞之琳《断章》所写
的那样，我们常常看到的风景是，
一个人总在仰望和羡慕别人的幸
福，一回头，却发现自己正被别人
仰望和羡慕着。其实，幸福的境界
简单至极。 单纯一点， 欲望就可
以少一点， 不和他人比较， 安然
享受岁月的静好 。 正如古人所
说：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乐祺 文/图

幸福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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碾盘上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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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抠门”管家
□冯天军 文/图

在我的教育历程中， 有很多
让我感动的事情， 但最让我不能
忘怀的是发生在长我20多岁的吕
老师身上的那些事。

吕老师是上世纪60年代的师
范生， 他经常对我回忆起那个年
代在师范上学的情景： 吃不饱，
穿不暖， 每周要徒步一百多里来
回往返。 他说， 现在回想起来，
艰苦得没法形容， 可是在那个时
候 ， 也并没有想到有多大的困
难， 不知不觉就过来了。

吕老师在学校里管总务工
作， 也许是穷日子过怕了。 他视
学校的每一分钱为己出， 精打细
算， 从不浪费。 有一次， 校长要
总务处买几个铁锨， 以备学生打
扫卫生或者有劳动任务的时候
用。 他完全可以买现成的。 可是
为了节约学校开支， 他竟然让炉
匠手工打了铁锨， 星期天又从自
己家里弄到了锨把儿。 虽然如此
劳心费神， 为学校节省的钱也不
多， 但他的自食其力和节约精神
可见一斑。

有一件事我永远不会忘记 。
有一年， 学校安排我和吕老师进
省城给老师买防寒服， 作为年终
的福利。 从学校到省城170多里
的路程， 来回我们待了两天。 到
了吃饭的时间， 我本以为可以大
大方方地到饭店打打牙祭， 因为
这是公事出差， 也很正常。 可是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我跟着他找
了一个饭店又一个饭店， 最后来
到了一个农家小饭馆， 只要了一
盘土豆丝，一盘豆腐。更让我想不
到的是，我们落座后，他竟吃起了
自己从家里带来的煎饼和大葱。

晚上住宿 ， 吕老师挑来挑
去， 货比三家， 最后拣了一个最
便宜的饭店住了下来， 那脏兮兮

的卫生条件和潮湿的被褥， 让我
一晚没有睡好。 我心里多少对于
吕老师的抠门有些气恼。

回到学校后， 发现多了两件
衣服。 怎么办？ 我说： “算了，
这么远的路程 ， 又没有电话联
系。” 可是， 吕老师很认真地说：
“人家干点买卖不容易， 多出这
么两件衣服， 就会分文不挣， 甚
至折本， 再远也要退回去。”

他是说到做到的。 后来， 他
趁着星期天的工夫， 自费又坐车
带着那两件防寒服去了一趟城
里， 找到了那个卖衣服的人， 把
那两件衣服退了回去。 那个卖衣
服的人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 又
要请吕老师吃饭， 又要给吕老师
东西， 而吕老师都一一谢绝了。

这就是我的忘年交吕老师，
事情已经过去了20多年了， 如果
说今天我的身上还有 一 点 厚 德
的影子 ，自然应归功于他的言
行和教诲 。 显得有点 “迂腐 ”又
抠门的他，是我的榜样。一个学校
有这样的教师， 更是学校和学生
的大幸！

七岁那年， 我和狗蛋在碾盘
上玩 “摆方” 游戏， 结果狗蛋输
了， 要悔子， 我不同意， 狗蛋就
恼了， 把我的棋子给扔了。 我也
很生气， 不让他在碾盘上玩耍，
因为碾子是我们家的。 我们俩就
这么不欢而散。 好长时间， 我们
俩都互不搭理， 即便在路上遇见
了， 也视而不见。 而我， 每一次
吃午饭的时候， 都要把碗端到碾
盘上去吃， 因为那里是村里的饭
场， 在那里可以听到好多有趣的
故事， 更主要的是， 可以监督狗
蛋 ， 不让他在我们家的碾盘上
坐， 谁叫他惹我呢！

那一天下午放学后， 我又转
悠到碾盘上去， 因为我看到狗蛋
围着碾盘转， 我想去监督他。 狗
蛋看到我去了， 却没有走开， 而

是坐在老杏树下的石头上， 不时
地看着我。 这时候，一阵风吹过，
老杏树上落下了好几个金黄的杏
儿，我顺手捡起，掰出杏核就要放
在嘴里吃， 这时候狗蛋却冲着我
“嗯”了一大声，然后对我说：“那
是我们家的杏子，不许吃！ ”

“这是我捡的， 又不是我偷
你们家的， 谁叫你们家的杏子落
到我们家的碾盘上的， 落在我们
家碾盘上就是我们的 ， 我就要
吃！” 我有些强词夺理地说。 狗
蛋结结巴巴、 语无伦次， 说不过
我， 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我将杏子
扔进嘴里吃了起来， 一遍又一遍
地冲我喊着：“小偷， 不要脸，小
偷，不要脸！”

如今 ， 好多年过去了 ， 村
子里的人搬走的搬走， 出门的出

门，那些老土瓦房，还有那棵老杏
树，以及那个老碾子，在满是荒草
的村落里依然坚守着那一片长满
记忆的土地。好多年了，我和狗蛋
都没有见过面，他去了外地，而我
也在省城里，相隔几百里路，平日
里很少有时间回故乡走一趟。

因为村里有一位老人去世 ，
我回了一趟老家。葬礼结束后，我
顺着长满荒草的村道一直走到了
老房子的院子里， 看着那一处又
一处的残垣断壁， 心里不时想起
成长旅程里的一个又一个故事。
老杏树还在， 杏树上结满了金黄
色的杏子， 熟透了的杏子落得满
地都是。 拨开荒草， 碾盘子已经
失去了以往的光滑， 落满杏子的
碾盘上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看着
这里的一切， 我又一次想起了狗
蛋和我在这里玩耍的那些时光。
随手捡起一个杏子， 掰开杏核正
准备吃的时候， 从杏树边上的草
丛里传出一个声音，吓了我一跳：
“不许吃，那是我家的杏子！ ”

我扭身一看， 竟是狗蛋。 已
经四十来岁的狗蛋从草丛里微微
探出头来， 笑呵呵地冲我喊道：
“这是我家的碾子，落在我家碾子
上就是我家的，我偏要吃了它！”

狗蛋的玩笑话让我的回忆又
一次穿越时空 ， 仿佛回到了童
年。 在这棵老杏树下， 我们一起
爬树扑蝉，一起玩泥巴，一起逮蛐
蛐，一起挖蚯蚓，一起荡秋千……
如今， 属于我们俩的童年已经不
在了， 可见证我们童年时光的老
杏树还在， 那个老杏树下的碾盘
还在。 只要它们还在， 我们的童
年时光就不会被遗忘。 唯一让我
们感慨的是 ： 面对着一样的地
点， 一样的人物， 一样的对话，
却和那时候有着不一样的脸庞，
有着不一样的感受， 毕竟， 我们
再也回不到儿时的青春年纪。

每天早上我匆匆忙忙地赶到
办公室， 连法官早就已经坐在电
脑前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他人有
点儿瘦， 但是精神状态特别好，
待人和善。虽然已经年过五十，但
是仍然不辞辛劳地坚守在基层法
庭，我们都亲切地称他为连哥。

连哥从19岁进入法院系统 ，
到现在已有30多个春秋， 30年弹
指一挥间， 连哥已经从一个英姿
勃发的意气青年变成了一名老成
持重的优秀法官。 30多年间， 连
哥辗转于各个基层法庭， 几乎走
遍了房山的山山水水。

对于法院来说， 基层法庭是
最艰苦的， 住宿条件和伙食条件
都没有院部好， 有很多人都千方
百计地想调回院里。 像连哥这个
年纪的干警， 基本都已经退休或
者退居二线， 但是连哥从1985年
分配到交道法庭开始， 就一直扎
根农村服务基层， 一直到现在都
坚守在审判一线。

在基层法庭的案件处理过程
中， 能够遇到各式各样的人， 有
的人服法， 有的人耍横， 有时连
基本的庭审程序都无法进行。 但
是在连哥的庭审中没有遇到这种
情况 ， 并不是说连哥的案子简
单， 而是连哥在与当事人沟通时
很有技巧， 能够根据不同的人采
取不同的方式。 有一个案子我印
象很深， 一个老人将房子租给一
个年轻人开饭店， 这个年轻人不
交房租， 老人将他告到了法庭。

老人的性子急、 脾气大， 对方有
一句话说的不爱听就暴跳如雷，
这样庭审根本无法进行。 连哥就
让老人说完后先暂时到法庭外面
待会儿， 等对方发表完自己的意
见，再让老人回来，由连哥将对方
的意思向老人转述。 就这样才使
庭审得以顺利完成。 连哥灵活地
驾驭庭审， 避免了当事人的直接
冲突，保证了庭审的和谐完成。凡
此种种不一而足。

连哥在法庭里有一个外号，
叫做 “消防员”。 因为一有疑难
案件， 法官们就来找连哥商量，
有时候别人办不了的案子就直接
交给连哥来办 ， 虽然是烫 手 的
山 芋 ， 但 是 连 哥 当 仁 不 让 。
长 时 间 的 基 层 审 判 经 验 的 积
累 ， 连 哥 有 了 自 己 的 一 套 案
件审理的方法。 再疑难的案件，
到了连哥手里， 辗转腾挪间也能
轻易化解。

我初入法院， 对万事均是抱
着新鲜的态度， 对如何做好工作
也毫无头绪。 有一天开完庭后，
连哥对我说了让我终生难忘的一
席话： 咱们受理的案件多涉及农
村百姓日常生活， 这些在我们看
来是小案子， 但对当事人来说，
可能是件天大的大事， 因此万不
可掉以轻心 。 我想正是因为如
此， 连哥对待每一个案子都兢兢
业业、 认真解决。 在诱惑重重的
当今社会， 最缺少的恰恰正是这
份坚守和敬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