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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小时约定”征文选登

小人物的敬业精神

老 师 妈 妈
□□徐徐东东 文文//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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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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
是我的母亲
□□朱朱凌凌 文文//图图

■家庭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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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模老丁
□□磐磐石石 文文//图图

■工友情怀

这是一张 1978年参加县劳
模会的老照片 。 照片前排右一
就是劳模老丁 。 老丁是我的师
傅， 姓丁名一， 是县煤矿井下安
全员。

老丁师傅当年53岁， 在县煤
矿井下已经工作了32年。 矿里让
他当矿井工会主席， 离开井下工
作。 老丁提出缓一缓， 因为现在
井下掘进地质情况复杂， 掘进层
临近地下水脉的紧要关头， 需要
有经验的他来带一下新人。 我就
是接替师傅老丁当井下掘进队长
的那个新人， 是老丁师傅培养提
拔的。 老丁师傅让我熟悉巷道情
况，加强处理突发情况经验积累。

这天是年终岁尾， 我们队已
经超额完成年度下达的掘进和产
量任务。 还有五个炮 眼 已 经 装
药 ， 等待爆破 ， 清理完工作面
以后， 我们就可以收工升井。 这
时候， 老丁师傅告诉我： “刚才
我加固支撑柱的时候， 用耳朵贴
近岩石， 听到了有流水的声音。
要注意放炮， 防止发生矿井透水
事故。”

我和老丁师傅决定先放三
炮， 炮烟散尽， 清理工作面， 没
有出现有大面积透水现象。 又放
两炮。 炮烟还没有散尽， 我就冲

到爆破工作面， 我感觉脚下的流
水在增加。 老丁师傅和我马上反
应出： 矿井透水！ 应急预案： 清
点人数、 撤离设备、 切断电源、
报警、 通知矿山救护队。

我们紧张快捷完成工作。 全
面检查完巷道的情况， 又按照登
记下井的工人数， 逐个人清点检
查。 然后向坑口撤离。 黑暗的矿

井中， 老丁师傅头顶的矿灯是那
么明亮 。 冰凉的地下水淹了过
来， 上涨的速度很快， 淹没了小
腿、 大腿， 很快就到腰部。 人群
中有的青年惊慌了。

老丁师傅把我们带领到地势
较高的回采区一个盲井里。 这里
看不到地下水上涨。 老丁师傅让
大家休息， 保存体力。 然后告诉

我， 附近有一条废弃的巷道， 通
过攀登可以抵达人工升井口的安
全通道。 老丁师傅说完， 摘下身
上的水壶， 拿出当夜餐的糕点留
给我们， 他去探路。

分不清过了多长时间， 在盲
井通气孔的斜上方 ， 出现了光
亮， 一条粗大的钢管慢慢地伸了
进来 。 里面传来矿长的声音 ：
“大家请放心， 老丁师傅和我们
正在救援， 这是生命通道， 可以
把水和食品给大家送过去。”

几台大马力水泵全力投入排
水运转，可是，矿井的积水下降缓
慢。 老丁师傅提出用大空压机向
作业面加压，形成大压力控制进
水口。 这个办法非常有效。 很快，
进水量减弱， 矿山救护队把漏水
源封死。 矿井恢复正常工作了。

由于我们处理得当， 这次透
水事故没有造成太大损失， 在煤
矿召开的总结会上， 老丁师傅拍
了拍我的肩膀说： “年轻人成长
很快， 我可以放心交班到工会工
作了。”

时光荏苒、 岁月如歌。 近40
年过去了。 我光荣退休， 老丁师
傅已经是耄耋之年。 但当年那如
火如荼紧张抢险的场面， 依然历
历在目， 仿佛就在昨天。

进入新学校后， 我便很少让
母亲再来我学校， 不为别的， 只
因不想再让同学知道我有一个摆
地摊的母亲。 自我上学以来， 母
亲的地摊就在校门不远处， 每次
经过时 ， 我都会低着头快步走
开， 生怕有人知道那个摆摊的人
就是我的母亲。

十五六岁的年龄， 正是虚荣
要面子的时候， 我希望自己的父
母能有一份好的工作， 能让我有
足够的资本在同学面前炫耀。 可
是家里的情况摆在那里， 没有值
得炫耀的本钱， 于是我便将心思
用在学业上， 想以此赢得老师和
同学的注意。

期中考试的成绩下来了， 当
母亲得知我排在前十名后， 笑着
说： “明天的家长会我一定要参
加， 丫头这么争气， 我脸上也有
光 。” 听到母亲要参加家长会 ，
我为难地说：“妈，你别去了，我已
经和表姨说好了，让她帮我开。”

母亲听后一愣 ， 而后轻声
说： “你是不是怕妈给你丢脸？
你小小的年纪怎么有这种想法？
你妈凭本事挣钱 ， 有什么丢人
的？” 母亲的话， 一句跟着一句
砸向了我 ， 那一刻我反驳道 ：
“你知不知道以前班上的同学管
我叫什么？ 他们叫我是地摊妹，
好不容易进了新学校， 我不想再
让同学笑话。” 我边哭边对着母
亲大吼道 ， 全然没有顾及到母
亲， 许久了， 母亲终于说： “好
吧， 让你表姨去吧， 这三年， 就
让表姨代我给你开家长会。”

那次的家长会由于表姨参
加， 让同学对我更加刮目相看，
表姨年轻时尚又有学问， 她给我
赢尽了面子， 让我的虚荣心得到
了极大的满足。 三年的高中时光
很快就过去了， 母亲信守了她的
承诺， 这三年间从未到学校找过
我一次。

多年后， 当我提及到那次家
长会， 表姨叹了口气说：“当年的
我，也真是不懂事，居然就答应帮
你开家长会， 现在想想， 当时咱
们真是伤你妈的心啊。” 不远处，
母亲正在厨房里忙活， 也直到那
一刻， 才让我感觉到愧疚。

如果时光能够倒流， 我决不
会再像当年那样无知， 我会拉着
母亲的手， 告诉同学， 这个摆地
摊供我上学的女人， 就是我最爱
的母亲 。 如今我最喜欢做的事
情， 就是拉着母亲的手， 带她去
任何地方 ， 并且大方地向人介
绍， 这是我妈。

半年前， 小区的门卫处来了
一位新的保安， 之所以对这个50
岁上下的保安印象颇深， 是因为
他的面容实在是不算和善， 因为
他的特别，我也对他特别的关注。

清晨， 在去赶班车的小区路
上， 每当看到他握着扫把提着簸
箕在垃圾桶旁打扫撒落的垃圾，
我便要感慨一下： 现在的保安真
不容易， 连环卫的活儿都负责。
终于有一天， 在楼下大妈们的闲
聊中， 我偷听到这是他在工作之
余的义务劳动， 我开始好奇在这
严肃的面容背后有着一副怎样火
热的心肠。

曾经有一个劳模的讲座让我
记忆犹新， 他说第一次做善事的
时候人们怀疑他的动机 ， 第二
次、 第三次之后人们开始对他友
好， 日积月累的善举换来的是尊
重和信赖。 如今这个热心的保安
大叔向我验证了这个说法。 渐渐
的有人开始和他打招呼， 和他在
空闲时聊上一会儿， 这成了我眼
中最美的小区风景。

我和这个特别的保安第一次
近距离的接触， 还要归功于快递
小哥的乌龙事件。 在网购如此发
达的当下， 保安室成了小区居民
快递的寄存处， 这个额外的负担
并没有让他厌倦和不耐烦， 他热
心地帮我找包裹， 攀谈中灿烂的
笑容始终挂在他的脸上。 保安大
叔姓赵， 只身从东北农村出来打
工， 老伴守家照看爹娘。 “打工
挣钱一是为了孩子， 二是为了自
己。 就想让生活更宽裕些， 这份

工作薪水不高但我非常满意， 因
为没有那么累 ， 老伴也少些担
心。” 他的语气平和自然， 透露
出内心的坦然和从容。

市场经济催生了太多的新事
物 ， 一大批农民响应打工的热
潮 ， 陆陆续续走出山村来到城
市。 他们衣着普通却简单快乐，
内心没有不切实际的梦想， 更多
的是对工作的珍惜和感恩。 保安
队伍中就有这么一大批农民， 城
市人看不上眼的门卫工作， 他们
却做得认真。 无论是替小区居民
接收快递， 帮人指路， 还是对进
出小区车辆进行盘查， 看似悠闲
的工作他们却一丝不苟。

保安制服多么普通， 他们却
穿得自豪， 踏踏实实的农民精神
在保安的工作里， 被他们发挥得
淋漓尽致。

这就是门卫大叔和他的同事
们———十足的 “小人物 ”， 或许
他们这一生都没有荣誉可以加
冕， 但他们依然被人们认可。 因
为工作不分贵贱， 他们用行动诠
释着服务精神， 用最默默无闻的
方式展现了爱岗敬业的职业精
神。 只要做有益于人民的事， 人
生同样可以重于泰山。

如今每次路过保安室， 不论
是不是赵大叔当班， 不论执勤的
人是谁 ， 我都会习惯性地打招
呼， 不是出于礼貌， 而是发自内
心的尊重。 保安赵大叔在我的眼
里不再特别， 因为他已经自然地
融入到小区居民的生活， 是小区
最贴心的卫士。

在不知不觉中， 母亲离开我
们已经14年了。 每当听说他人带
着自己的母亲出门旅游， 在电视
里看到为母亲做寿的场景， 我就
会想起母亲。 母亲在世时我曾想
带她去旅游，曾想为她做寿。可惜
都未成行，这成为我心中的遗憾。

我的母亲是建国初期参加工
作的， 开始是部队文工团的文艺
兵， 后来转业了。 母亲主动要求
当了一名小学老师， 为什么要当
小学老师， 直到多年后母亲讲起
她上学时候的往事我才明白。 母
亲说她的学校里有几位女老师，
立志教书育人， 将教育工作作为
终生追求的事业 ， 她们诲人不
倦， 悉心教育自己的学生， 为此
终生未婚。 我想母亲在内心中是
将她们当作了自己的榜样。

母亲对待工作十分认真， 每
天总是早出晚归 。 在我的记忆
中， 母亲似乎从没有因为私事请
过假 。 母亲总说 ： “我不能请
假， 班里有几十个学生， 我不能
耽误学生的课程。”

母亲说话办事很认真， 待人
真诚。 在一个班级里， 学生成绩
总会有高有低， 学生家长的社会
地位也不相同， 可是母亲对待班
里的每一个学生却是完全一样。
如果说有些偏心， 那就是对学习
成绩差一些的学生， 母亲会格外
在意。 会有针对性地给他们开小

灶， 对他们的进步也会给予更多
一些的鼓励和表扬。

母亲的不少学生对于她的教
学成绩十分称赞， 认为她在课堂
上讲课听得明白， 记得牢固。 他
们并不知道母亲为了提高教学质
量是下了功夫的。 母亲为了在有
限的课时内尽量多传授学生一点
知识， 为了让学生能够记牢一些
知识， 总是认真地做好备课， 以
期达到讲课时条理清晰。

母亲下班后， 常常将学生的
作业带回家里来， 吃过晚饭后就
批改作业， 小时候睡觉早， 有时
夜里一觉醒来见到母亲还在灯下
批改作业。 有时她回来比较晚，
一问才知道是去家访了。 在我的
记忆中， 母亲的家访工作， 一直
持续到她退休。

母亲勤奋工作， 年年都是先
进， 但工资微薄。 有时候我都为
母亲工资水平生气， 看到母亲的
先进工作者奖状， 就说： “要这
些糊墙纸有什么用？” 母亲听了
没吭声， 可是工作起来还是那样
早出晚归。 母亲不计个人报酬，
一生为教学， 为学生付出了大量
的心血， 每当她得知自己的学生
有了进步、 学有所成， 她的脸上
就会流露出满意的笑容。 她的付
出也得到了许多学生和家长的认
可， 母亲退休后， 她的学生每年
都会来家里看望。

■■图图片片故故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