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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室 书 香

■工友情怀

爱爱情情的的历历程程

前几天 ， 我生病在医院输
液。 病房里， 一个20多岁的年轻
女孩 ， 还有一位60多岁的老太
太。 女孩在我的左边， 老太太在
我的右边。

女孩的男友在陪她。 两个人
几乎每时每刻都腻在一起。 他旁
若无人地拉她的手， 摸她的头。
他们两个人的头顶在一起， 像两
只亲密的小羊羔凑在一起， 说着
悄悄话。 她输完了液， 他把她的
手凑到嘴边使劲吹， 疼惜地问：
“疼吗 ？” 女孩撒着娇说 ： “疼
呀！” 他说： “你等着， 我给你
买好吃的去！” 他风一般快速冲
出病房， 一会儿工夫， 捧回一大
兜好吃的。 看着他从袋子里一样
样往外掏 ， 还如数家珍一般汇
报： “香蕉、 橘子、 薯片、 巧克
力 、 奶茶……都是你爱吃的 。”
她嘟着嘴说： “你不知道我减肥
呢！” 他说： “减什么肥， 吃得
胖胖的， 胖了就健康了。 不论你
胖还是瘦， 我都喜欢。” 两个人
仍旧凑在一起， 说着情话。 那些
话， 好像一辈子都说不完。

可是， 我知道， 那些甜甜蜜
蜜的情话， 终究有说完的一天。

就像我与丈夫， 我不知道我们有
多久不提喜欢和爱了。 他陪在我
的身边， 用手机上网， 我捧着一
本书看。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
着天。 他盯着手机， 和我聊网上
的大事， 我根本没听， 自顾自地
说 ： “前天的西红柿涨了三毛
钱， 什么都涨价。” 他低着头点
着手机， 又说起单位的事， 我依
然风马牛不相及地和他搭腔 ：
“给孩子报辅导班的钱交了吗？”
这样的谈话， 注定没有趣味。 为
了调节气氛， 我说： “给我读篇
文章吧 ！” 他知道我喜欢看书 ，
所以带了来打发时间。 他一边读
着， 我一边纠正他的错别字， 惹
得旁边的人都笑了， 屋子里热闹
了许多。

我右边的老太太 ， 一言不
发。 她躺在床上， 微闭着眼睛，
她的老伴背过身坐在一侧， 对着
墙壁也是一言不发。 只是她稍稍
一翻身， 他就突然警觉似地回过
头。 她望望茶几上的杯子， 他就
赶忙把水倒满递过去 。 她一起
身 ， 他就提起输液瓶帮她去厕
所。 她的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
他都能心领神会了。 不需要太多

的语言， 一切都省略了， 只有眼
神的交流。 我在想， 他们年轻的
时候， 一定也是千言万语地说着
情话吧 。 岁月流逝 ， 话越来越
少， 情越来越深。

午后的阳光真好， 照进病房
里， 暖洋洋的。 突然觉得， 我们
三对， 呈现出人生不同阶段的爱
情面貌， 这不就是一组有趣的蒙
太奇吗？ 年轻时卿卿我我、 你侬
我侬， 中年时岁月静好、 平淡相
守 ， 老年时心有灵犀 、 相濡以
沫。 千言万语的情话， 最后都变
成默默凝望。

每一对相爱的人， 都会用一
生的时间， 讲完这样一个平淡而
生动的爱情故事吧。

那个人 那道光

■“八小时约定”征文选登

□王心

■青春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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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平凡凡
也也美美丽丽

曾几何时 ， 我也曾踌躇满
志， 渴望自己做出一番惊天动地
的事情来， 但至今没有实现。 我
是一个普通的医生， 每天面对痛
苦不堪的病人， 让我觉得永无出
头之日。 对于这份工作， 一直是
不太重视的， 有一段时间甚至是
很厌恶的 ， 对病人不给好脸色
看， 但是那些朴实的患者却用他
们的真诚融化了我， 改变了我。

记得毕业前夕， 我在实习医
院遇到一个16岁的白血病女孩，
因为年纪相仿， 我们很快成为了
朋友。 在我们的精心治疗和护理
下 ， 她虽然没能逃脱死神的魔
掌， 但是多年后， 她母亲与我在
街头相遇， 依然感激地对我说：
“谢谢你在我女儿最后的时光里，
给她带来了很多快乐， 让她无憾
地离开这个世界。” 那一刻， 我
觉得劳动是幸福的。

一次下乡搞调研， 从人群中
走出一中年妇女， 她热情地邀请
我到她家里吃饭。 看着那张陌生
而热情的面孔， 我怎么也想不起
她是谁 。 看着我满脸疑惑的样
子， 她依然笑意盈盈地说： “你
不记得我了吗？ 以前你曾经帮我
看过病， 那时你对我们这些病人
的服务态度特别好， 你现在还在
医院上班吗？”

经她这么一提醒 ， 我才想
起， 涉世之初， 我对工作、 对病
人都充满了热情。 没想到事隔多
年能在这偏远的乡村与自己曾经
的患者邂逅， 更没想到她能一眼

认出我来， 那一刻， 我觉得劳动
是快乐的。

还有一次， 在急诊科抢救一
位生命垂危的病人。 经过数小时
的抢救， 病人终于转危为安了。
当我疲惫不堪地走出抢救室时，
才发现自己的白大褂上沾满了病
人的呕吐物和血迹。 可是病人家
属却紧紧地握住了我的双手说：
“你们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天使。”
我知道自己并不美丽， 但因了患
者家属的一句话， 却让我感到了
劳动着是美丽的。

从那以后， 我便慢慢转变了
自己的想法， 尽量和颜悦色地对

待患者， 给予自己力所能及的帮
助。 渐渐地我觉得这份平凡的工
作并不像自己想象中的那么无足
轻重， 尤其是当我看到一个个危
重病人被我从死神手中抢救过来
之后 ， 我慢慢地爱上了这份工
作， 并连续多年被单位评为优秀
工作者， 这更让我觉得自己的劳
动也是那么的美丽。

作为一名医生， 我的人生注
定是平凡的。 可是在这平凡的工
作中， 我却体会到了许多快乐与
美丽。 是的， 我们所在的岗位或
许很普通， 我们的事迹或许很平
凡， 但是这平凡其实也美丽。

每每想到入职那天宣誓的情
景， 心中总是会有一番激荡， 既
兴奋激动， 又深深地感受到了那
份沉甸甸的责任 。 从那天起 ，
“人民教师” 这个神圣而又平凡
的职业将伴随我一生。 我想， 每
一位教师都是按照誓词中所写到
的内容严格要求自己 ， 将 爱 岗
敬业的精神体现在工作的方方
面面。 在我们幼儿园， 蒲老师就
是这样的一位人民教师， 在幼儿
教师的工作岗位上奋斗了一辈
子， 对敬业精神做出了最完美的
诠释。

用百倍千倍的爱心和耐心去
对待每一名幼儿， 这就是我眼中
的蒲老师。 在蒲老师的班级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切为幼儿着想的
教育理念。 在日常活动中， 蒲老
师也能够抓住幼儿的兴趣点， 开
展寓教于乐的主题活动。 比如在
“和小伞做朋友” 的主题活动中，
蒲老师开放的教育思想收纳了每
一名幼儿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让
孩子们在他们天马行空的世界里
任意驰骋， 在他们美好的童年记
忆中留下了更多的快乐和幸福。

作为一位教育者， 随着时代
的改变而转变更新更好的教育理
念并不难做到， 本来教育就是与
时俱进的， 但是网络这个词语对

于很多老教师可能都是会比较头
疼的。 现在的教育和网络有越来
越密切的联系， 蒲老师对这一点
很认同， 所以她也更加努力的将
网络运用到工作中。 蒲老师向年
轻教师学习网络的使用， 一遍一
遍的记忆每一个功能的用法， 本
着 “每天学一招” 的原则， 如今
的蒲老师已经成为了网络达人，
将网络的力量运用到日常教学和
家园共育教育中， 为我们树立了
活到老学到老的好榜样。

说起蒲老师， 我心中总是暖
暖的 。 每次见到她 ， 那充满阳
光、 关爱的微笑， 让我深深地感
受到一位长者的鼓励与期许， 顿
时干劲儿十足， 同时也期待着自
己的点点进步。 我想， 我和蒲老
师的缘分， 就是从美术教研活动
开始的吧。

在实习了一个多月后， 我参
加了一次美术教研活动， 这个活
动就是由蒲老师负责的。 会后，
蒲老师给我们每个人布置了一个
小任务， 做一个大班幼儿情感表
达特征的分享 。 对于新教师的
我， 感觉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接到任务后， 我便马上动手
做起来， 先按自己的想法做了一
个大班幼儿情感表达特征的演示
文稿。 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把演示
文稿交给了蒲老师， 很害怕老师
会认为我做的不好， 对我进行一
通批评教育。

但事实上， 蒲老师很耐心地
看完我的演示文稿， 先是对我写
的内容进行了肯定， 然后慢慢给
我分析我的内容， 哪里写得好，
哪里需要进一步的修改， 哪里可
以直接删除， 蒲老师都非常认真
地为我讲解， 还给我提出了很多
好的建议。

老师看出来了我紧张的心
情， 便鼓励道： “这份文稿整体
来讲还是不错的， 你回去再好好
改一改， 多准备准备， 在台前不
要紧张， 把我们想象成你们班的
小朋友就可以啦！”

作为一名实习生， 得到了这
样一位优秀教师的指导， 对我今
后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对于蒲
老师来说， 这可能是一件很平常
的小事情， 但是于我而言， 她带
给了我一个新的世界， 让我顺利
地度过了从一名学生到一名教师
的转变。

就是这样一位人民教师， 在
普通而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
凡的成绩， 让我们见证了榜样的
力量， 让我们可以追随着榜样的
光芒， 奋力前行。

■■家家庭庭相相册册

老书记说过， 春天是读书的
季节。

现在看来， 老书记的比喻特
别亲切。 他说， 一段文字， 就像
一条河流， 总会流进许多人的内
心。 然而， 人到中年， 似乎时间
分散得 “情非得已”， 处于 “上
忧下患” 的环境中， 读书成了奢
侈却又遥不可及的事情。

最初， 党员活动室建设也遭
到了 “风言风语”， 读书似乎与
底层的工人毫无关系 。 尽管这
样， 依照老书记的想法， 党员活
动室还是建成了。

党旗高悬， 熠熠生辉。 整齐
划一的学习桌椅， 摆放在活动室
中间。 与党旗对应的一面墙立着
长长的书架。 深褐色的书架上分
门别类地摆满了中华古诗词、 四
大名著、 国学、 党务工作及党史
系列丛书等。

“让阅读成为习惯 ” 是老书
记最早提出的目标， 从交班会延
长十分钟， 这十分钟就是用来读
书的。 老书记粗略地计算过， 每
天十分钟， 一周就五十分钟， 一
月下来就是二百分钟， 那么一年
下来， 就极为可观了。 读一本书
还是不成问题的。

老书记是这么算的， 可他没
这么做。

最初是一天十分钟， 一个月
后， 看大家伙喜欢上了阅读， 开
始把读书时间延长到二十分钟，
不过这也根据个人岗位情况而

定 。 这样一来 ， 读书时间更长
了。 老书记的 “循序渐进” 读书
法奏效了。

随着大型文化栏目 《朗读
者》 的开播， 阅读传递出的正能
量更是感染了老书记。 老书记在
每次阅读前， 总要组织大家观看
《朗读者 》， 还组织大家开展了
“春天读书季活动”， 共收到七十
余份的书评及感想。 老书记谦虚
地说， 还需要努力， 有一部分职
工， 阅读时间少， 读书没能真正
影响到他的生活。

现在的党员活动室可谓今非
昔比， 一室的书香。 那一本本散
着油墨馨香的书籍， 更是一种味
道的吸引， 无法抵御。 这种味道
顺着思维的轨道， 传送到大脑，
再运送到身体的各个细胞， 连血
液里也流动着书的馨香。

古语有 “腹有诗书气自华”，
读过书的人， 身体和灵魂经过书
的浸染， 一举手一投足间， 流淌
出的温文尔雅和雍容华贵， 是学
不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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