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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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岁月

■图片故事

昨天晚上， 我和老公对着桌
子上的卡和一堆现金发愁， 还差
一千多块钱。 明天是我们的房子
交首付的最后一天了。 为了凑十
三万首付款， 我们已经借遍了所
有交情还可以的人。

实在没办法 ， 我想到了父
亲 ： “要不 ， 给我爹打个电话
吧？” 老公摇摇头： “你看看都
几点了， 再说他赶集挣个三十二
十的， 一千块钱对他来说可不是
小数目啊！” 我还是抱着试试看
的想法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终于
听到了父亲的声音， 有些迷糊，
看来是早睡下了。 我简单地和父
亲说了一下情况 ， 他马上告诉
我： “一千多块钱啊， 家里有，
我明天上午就给你送去！”

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 可我
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 。 网上说
“父亲是你可以信赖的男人， 却
不能依靠”， 人到中年确实是这
样， 父亲对我的爱一点儿都不比
从前少， 可是他已经老了。 父亲
在村里也曾经算个 “能人”： 他
小时候喜欢画画， 十几岁时就画
了花花绿绿的财神像到集上卖了
贴补家用。 中学毕业后考上了建
材学校 ， 可因为家庭困难没去
读 。 后来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

后， 我们家成了村里最早的万元
户之一。 如今， 父亲老了， 只能
佝偻着身子种自己的那几亩地
了， 农闲时也做点小买卖。 我和
弟弟都在城里工作， 想接父亲同
住， 他怎么都不肯， 总说： “只
要我还能动弹， 就不拖累你们！”

第二天， 我们早早地收拾好
了等着父亲来 ， 可是 ， 十点多
了， 他还没来。 我知道父亲是个

信守诺言的人， 何况是这么重要
的事呢！ 难道出了什么意外？ 我
打家里的电话也没人接， 看来父
亲已经出来了 。 我有些坐不住
了， 在小小的斗室里转来转去。
十点五十分的时候， 父亲气喘吁
吁地进来了， 还没坐下就往外
掏钱 ： “你快数数 ！ 看看够不
够 ！” 那些钱有码得很整齐的 ，
也有散乱的， 我数了数， 一千三
百六十元， 还多出三百多呢！ 父
亲怎么都不肯拿回多余的钱 ：
“你都拿着， 万一再不够呢！” 我
让父亲在家里等我们回来， 他却
执意要回去， 说是玉米熟了， 耽
搁不得。

我们一起下了楼， 还没走出
小区 ， 一个老太太喊住了我父
亲 ： “老爷子 ， 你那马扎还有
吗 ？ 我们亲家想多买几个呢 ！”
父亲摆摆手说： “没有了！ 全卖
完了！” 我们一边走， 听到那老
太太和别人说： “他的马扎卖得
可便宜呢， 才十六块钱！”

我终于明白父亲迟到的原因
了， 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告诉我，
手里本来不到九百块钱， 合计着
把家里存的马扎卖了就够了。 我
问他马扎是多少钱批发来的， 父
亲笑笑说： “十七块钱进的， 折
点本才能卖得快啊！”

突然 间 刮 起 了 很 大 的 风 ，
在瑟瑟的风中 ， 父亲蹬着三轮
车的背影越来越小， 我禁不住泪
流满面……

阳光的奔跑创造了世界， 月
光的奔跑照亮了夜晚， 而手电光
的奔跑丰富了我的世界， 让我感
受到了世界的温暖和美好。

上世纪七十年代， 家乡开始
通电。 那时， 家里超支严重， 父
亲为了节约， 房间里只用五瓦的
小矿灯。 即便如此， 父亲还是舍
不得， 用的多的依然是煤油灯。
我 的 近 视 就 是 被 五 瓦 的 矿 灯
“磨” 的。 现在说起这件事， 父
亲还觉得内疚。

在乡下， 用手电的时候是很
多的。 出门看戏要手电， 父亲换
灯泡要手电， 母亲穿针要手电 ，
就是小青年谈个恋爱也要用手
电。 二叔和二婶谈恋爱的时候，
二叔曾得意地告诉我： 手电对着
二婶窗户晃三下， 那就是 “老地
方见”； 如果二婶往窗外晃一下，
那就是 “走不开”。

一个大雨如注的夜晚， 我突
然发高烧， 说胡话， 惊得父母不
知所措。 家里手电坏了， 一时又
无处可借， 父亲急得打着伞就背
起我出了门。 那个夜晚， 我不知
道父亲是怎样到的医院 。 第二
天， 等我清醒了的时候， 父亲的
衣服破了， 手也流了血。 母亲埋
怨着父亲， 说他活该， 连买一把
手电筒都舍不得。 其实， 哪里是
父亲舍不得， 只是被超支压着，
他是能省则省罢了。

上了初中， 我晚自习之后要
摸黑回家。 母亲因为担心我， 专
门给我买了一把能放两节电池的
手电筒。 我终于有了自己的手电

筒， 一颗心就像出笼的小鸟一样
飞了起来。 平时摸黑回家， 就是
唱歌壮胆也会 手 心 流 汗 ； 现
在 ， 一条明亮的光引领着， 心
底踏实而宁静。

有了电筒， 我就有了许多不
一样的乐趣 。 把电筒对着天上
照， 看一束光和星星争辉； 把手
罩在电筒上， 看被光照的几近透
明的手； 把电筒对着小伙伴的眼
睛照， 惹来一阵追逐打闹 ； 把
电筒对着萤火虫一明一暗地闪
动， 引诱萤火虫前来； 把电筒对
着草丛照， 逗引得蠓虫飞蛾在光
前癫狂……

那时， 我迷恋上了小说。 每
天晚上熄灯之后， 为了看 《红旗
谱》、 《徐茂和他的女儿们》， 我
都藏在被子里， 打着手电筒看。
一看往往就是三四个小时。 这样
用手电， 电池没有三两天就用完
了。 买了两次电池之后， 母亲感
到奇怪， 问我是不是手电没用的
时候电池没有倒着放。 我自然不
敢把看书的事抖出来， 就假称新
电池放长了时间走了电。 我这样
的谎话 ， 母亲竟然相信 了 ， 直
到父亲把我从被窝里揪出来，
她才为我的不听话和家里的窘迫
落了泪。

现在 ， 手电筒早已更新换
代， 老式的手电筒几乎退出了历
史的舞台。 但是， 每次看到新式
的手电筒， 我就会想起年少时候
和它相依相伴的种种———那一束
束洁白如银的光依然奔跑在昨天
的夜空下， 清亮如洗。

□章中林 文/图

■家庭相册

迟到的一千元

意外的“暴风雨”

■“八小时约定”征文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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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玲 文/图

奔跑的光

□赵剑

“肯定加班熬夜了， 血压又
升高了吧， 别再傻干了”， 当大
刘满身疲惫地从住区里出来， 好
哥们小赵跑过来心疼地说。 “没
事， 吃片药就好了。” 小赵无奈
地摇摇头。

老婆来电：“下班早点回家，
有急事！ ”完，探望同事的计划泡
汤了，还没等请假，圣旨先到了。
他很是忐忑，绞尽脑汁也没个头绪，
啥急事呢 ？ 老婆 又 不 高 兴 了 ？
哎———暴风雨该来时挡也挡不住。

通勤车启动了 ,大刘的思绪
也随之飘出了窗外。

工作二十余载， 尽管一路坎
坷， 但生活对于他这样一个农村
走出来的孩子已经很眷顾了。 怀
着一颗感恩的心， 他工作特卖力
气。 很多人对他不理解， 甚至嗤
之以鼻， “傻、 一根筋……” 这
就是一些人给他贴的标签。

老 婆 给 他 列 出 几 大 极 品

“傻” 事。
没有管教任务那会儿， 大刘

负责培训工作。 民警们都认为应
付一下过得去就行了， “警察就
应该有警察的样子， 学习培训就
应该有效果！” 大刘施展了 “铁”
手腕： 小周上课迟到扣2分 ， 小
张考试不及格扣5分……私下找
他通融的民警都铩羽而归， 大家
骂他 “一根筋”。

出头的椽子先烂， 可大刘不
信这套邪。 所里中小学综合楼项
目房屋拆迁， 就在别人忙着讨价
还价的时候， 他第一个站出来响
应所里号召， 腾出自家房子并自
行拆迁 ， 至于补偿款他问都没
问 。 面对质疑的目光 ， 他说 ：

“造福子孙的事儿责无旁贷， 误
了项目落地太自私”， 大家说他
是 “超级大傻子”。

单位抽调民警赴京岗位锻
炼， 他有若干理由： 母亲年迈，
儿子刚上小学， 爱人经营着小超
市， 女儿面临高考……但大刘二
话没说欣然接受， 这一竿子下去
就是一年多， 最长一次连续工作
80天， 家里的事根本无暇顾及。
岗位锻炼结束建所初期， 大家劝
他换个轻松的岗位， 他说， 所里
用人之际， 没有退却的道理！ 老
婆说他傻到了极致。

大刘很知足， 多次荣获局所
嘉奖， 女儿考取重点大学， 儿子
聪明懂事， 爱人的小超市红红火

火， 老妈身体依然硬朗， 应了那
句老话———傻人有傻福， 好人有
好报。

拉开自家房门那一刻， 一个
身影扑进怀里， “老爸我想死你
了。” 大刘揉揉眼， 是女儿从千
里之遥的江苏回来了！ “祝你生
日快乐……” 儿子端着生日蛋糕
走了出来， 老婆给了他一个大大
的熊抱 ： “老公 ， 你辛苦了 ！”
老妈疼惜地说： “儿子， 歇几天
吧！” 大刘拍拍脑袋： 哎， 瞧这
记性， 竟然把生日忘了。 望着这
温馨的画面， 钢铁汉子大刘泪雨
滂沱……

大刘醉了， 醉得只知道呵呵
傻笑， 破天荒地， 一向反对他喝
酒的家人都抢着给他倒酒。

理解伴着包容， 幸福伴着甜
蜜， 酒水伴着泪水……

此时此刻， 老天都会嫉妒这
幸福的一家人。

我们医院的产科病房有很多
90后的助产士， 她们每天守护在
孕产妇身旁直至新生儿的平安降
生 。 助产士是一个很特别的岗
位， 有人说她们是天使的翅膀，
用她们纯洁的心灵来完成守护生
命的重任。

我们医院作为海淀区流动人
口分娩的定点医院， 承担了大量
流动人口及低收入孕产妇的分娩
任务。 助产士们每天不仅要配合
完成高危产妇的抢救， 还要完成
新生儿的日常护理。 各种传染病

病毒随时可能通过产妇的血液、
羊水、 大小便、 唾液等排泄物传
染给助产士。 有时还要面对患者
的误解和无辜指责。 她们选择无
私奉献和默默坚守， 她们用柔弱
的肩膀担负起了沉甸甸的使命，
坚持着对事业的执着与追求。

有一次深夜， 一辆出租车正
在开往医院的途中， 车上载有一
名怀孕39周的待产孕妇。 助产士
们接到通知后， 急忙赶出来准备
抢救。 打开车门， 新生儿的头都
已经露出来了， 颈部正好卡住，

情况万分危急。 如果这时将产妇
移至急救室或产房肯定是来不及
了， 新生儿很可能因为几秒钟的
延误 ， 因窒息而夭折 。 情急之
下， 只能在出租车内接生了， 在
做完必要的消毒程序后， 出租车
的后座成了临时接生的手术台。
经过紧急救治， 孕妇顺利产下一
名重3600克的健康男婴。 当一个
粉红的小生命手舞足蹈时， 这些
助产士们笑了。 因为， 她们懂得
只有扛起 “奉献” 与 “付出” 的
担当， 才会有前行的力量。

细微之处见真情， 平凡之中
彰显伟大。助产士们说，奋斗在奉
献的岗位、耕耘在付出的一线，很
苦、很累，有时还很委屈。 但当看
到大出血的产妇在抢救和护理下
渐渐地稳定，病情一天天地好转；
当看到有窒息的新生儿在我们的
复苏下重新焕发生机时， 我们就
会忘记这些辛苦和心酸， 再苦再
累也心甘情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