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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记那一年中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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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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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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几天， 经常在凌晨四点
醒来 ， 想起给学生这儿没复习
好、 那儿也没记牢， 暗笑比自己
参加中考还紧张。

上世纪九十年代， 中考要进
行两次考试： 一次初试， 题目较
为容易。 达到中师 （中专） 分数
线后还有一次复试， 题目相对较
难。 我记得非常清楚， 有一年 ，
雪婷姑通过了初试， 村里人这个
见了鼓励那个见了夸赞。 之后雪
婷姑压力甚大， 复试败北。

我参加中考的时候， 父亲吸
取前车之鉴。 不过多询问， 亦不
过多流露感情， 他该去学校上课
就去上课， 该批评姐姐地板没拖
净就大声指责。 第一场考试， 姐
姐骑自行车驮我去 ， 一路非常
堵， 不像现在有交警维持秩序。
等我坐进考场， 监考老师已经将

试卷发完。 姐姐在窗外， 急得眼
泪在眼圈里打转。 随即， 喇叭声
响起 “迟到15分钟考生， 不得入

内”， 我倒吸一口凉气， 垂下脑
袋埋头答题。

考试结束， 听到一个震撼的
消息 。 班里一个男生手被割烂
了。电扇，乡下娃只是在电视里见
过。平生第一次住宾馆，那个同学
对高速旋转的扇轮发生了浓厚兴
趣。 于是， 他将手伸了进去。 结
果五根手指变得血肉模糊。 所幸
伤的是左手， 所幸有巡视老师撞
见， 他破格在 “迟到30分钟后”
进入考场。

那一年， 我们学校考上六个
中师 、 一个中专 ， 我却没有考
上 。 于是 ， 语文老师将我作为
“平时学得好， 中考不咋样” 的
反面典型塑造在她的课堂， 我知
道后， 生气之余就是悔恨———要
知道， 考上三年以后包分配， 这
对农民家庭的娃娃就是鲤鱼跳
“农” 门。

回忆当年的经历， 叙述给我
的学生， 回眸我们相濡以沫的日
日夜夜， 不由眼睛湿润， 祝福他
们考上自己理想的高中。

□□鲍鲍海海英英 文文//图图

喊我孙女的
老人

■图片故事

■“八小时约定”征文选登

社区医生的八小时
□□李李贺贺

�或许在你现在和曾经
的工会工作中， 有无数个
细节如同过眼云烟， 但总
会有一些小故事伴随着某
些物件、 某些人和某种符
号在记忆中留了下来， 比
如一次活动、 一个日子、
一张照片……

■工会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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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叶 文/图

工会主席 ， 好 像 听 起 来 是
最不忙碌的一个职位 。 其实不
然， 只要他心里惦记着大家， 他
就会成为最忙碌的人。

在我们学校， 光是员工就七
百多人。 我们的工会主席姓王，
还很年轻， 兼任着团委书记， 是
大家口中的 “王姐”。

我刚上班的时候， 曾经在她
手下协助工会和团委的工作， 对
机关工作不甚了解的我， 以为在
工会就是 “一杯茶一张报纸过一
天”， 但王姐的工作风格彻底征
服了我。

每逢大节小节， 提前十来天
工会就开始策划 “职工之家” 的
活动， 从茶话会、 舞会、 运动会
到全校性的职代会， 要一丝不苟
地布置好， 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 赶上大家表演节目， 还要去
外面租借道具， 为大家发福利的

时候， 有人喜欢日用品， 有人喜
欢食品， 往往绞尽脑汁却众口难
调。 王姐却从不抱怨， 为了了解
基层一线情况 ， 她这个 “坐机
关” 的处级领导却从来坐不住，
每天带着我们去 “调研”。 当时
年纪轻轻的我还想不明白： 同事
们看上去个个都面带笑容， 似乎
都过得很幸福， 还要去逐一摸底
走访 ， 是不是太 “小题大做 ”
了？ 王姐说： “你不懂， 职工们
的小事就是我们的大事 ， 不细
心， 做不好！”

真是不走访不知道， 一查吓
一跳！ 通过调研， 我们了解到一
些让人非常震撼的事实。 女教师
小孟的女儿从四个月就查出肾脏
恶性肿瘤， 全家人为挽留孩子生
命想尽了一切办法； 曲老师的爱
人重病卧床， 她却从来没有影响
过工作； 邱老师结婚不久却频繁

遭受家暴……原来工会的工作如
此繁杂。 之前， 听到不少同事对
每年的会费质疑， 问 “我们交的
会费和捐款都去哪儿了”， 细细
了解之后才会知道， 在钱财上，
对于职工的帮助可能是杯水车
薪。 但人情的关怀却足以温暖人
心 ， 给困难中的人以力量和支
撑。 再难的个人， 再大的困难，
工会都不会 “爱莫能助” 地任其
“自生自灭”。

解决的大事小情多了， 如今
同事们已经习惯了将工会当 “娘
家”。 我后来调离了工会去了系
里教书， 但对工会的亲切感却与
日俱增。 最难忘的就是每年元旦
前夕包饺子。 总工会会统一组织
各分工会购买食材， 举行包饺子
比赛，大家剁馅、擀皮，合作默契，
吃着热气腾腾的饺子， 像一家人
一样。 其乐融融，满心温暖。

我我的的工工会会我我的的家家

我是一名社区医生， 和每位
普通医生一样， 每天都要为患者
问诊、 检查、 开药； 但是我又与
他们有着一些不同， 做着不一样
的事情， 我也是一名急救医生，
当 就 诊 患 者 突 发 病 情 ， 拨 打
“120” 求助时， 我和我的急救团
队会在第一时间赶到患者的身边
进行急救措施。 因为我知道， 只
要患者挽救回来了， 我和时间的
赛跑就赢了。

我的患者大部分为周围的老
年居民， 多为慢性病患者， 需要
对他们进行长期的观察、 跟踪、
管理及随访， 因此在每次接诊、
问诊的时候都要格外细心地询问
他们的日常起居以及近期身体的
情况， 并且对日常注意事项要细
心叮嘱。 患者也把我当做自己家
的孩子， 家里有些大事小情都要
和我唠叨一下。 身体要是稍微有
些不舒服， 也会在第一时间来找
我看看。

现在北京市开展 “家庭医
生” 服务， 我们又多了一个称号
“家庭医生”， 社区的居民家中要
是有患者不方便来社区就诊， 我
们就要到患者家中去为患者治
疗， 所以家医对自己负责的每位
患者都要做到心中有数。 家庭医
生的病人都是比较特殊的： 有抵
触到医院看病的老人， 有行动不
便的患者， 也有一群需要格外关
心的特殊的病人。

我在日常接诊中， 有些患者

也会不理解： 就是一个小毛病，
我让你开点药就行了， 为什么还
要开一堆的单子要我去查这个、
查那个。 患者不知道的是， 往往
检查的数据会告诉我们患者的病
情在哪里会出现异常 ， 让我们
“对症下药”， 我们也会及时告知
患者病情及隐患， 建议患者到二
级/三级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 对
于病情特殊的或者需要进行入户
随访的患者， 我们会与患者约定
时间到患者家中进行随访。 因为
随访工作的特殊性， 我将所有的
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中， 对家人
多少有些疏忽， 爱人有时会开玩
笑说：“你单位要是还招人， 我就
去应聘，这样能多见你一会儿。 ”

我偶尔也会变成 “老师 ” ，
会根据季节的特性， 对于不同季
节的流行病或突发疫情， 给周围
居民上相应的 “健康课”， 告知
居民流行病的特性、 预防手段及
相应就诊方式， 让居民对疫情说
“不”， 社区居民在上下课时也会
叫我 “老师”。

我的单位就像一个大的家
庭 ， 我和我的 “家人 ” 互相关
心， 互相扶持， 有时工作上有些
小情绪， 会找好朋友唠叨唠叨；
工作中有了难题， 会找 “老师”
指点一下 ； 工作进度小有成效
时， 会找 “家长” 汇报一下。

我是社区医生， 我的工作是
平凡的， 但是我会用我的热情使
这份平凡的工作变成不平凡。

有一段日子 ， 母亲因病住
院， 需要我每天去医院陪护。 那
天， 来了一个新病友， 一位60多
岁的老太太在老伴的搀扶下慢慢
走进病房。 刚坐下， 老太太就转
过脸来朝我开心地笑着， 仿佛见
到了自己的孙女一般。 她利索地
从包里拿出几粒糖果， 塞到我的
手里说： “小姑娘， 这糖很好吃
的。”

老人患的是老年痴呆症。 她
时而清醒时而糊涂。 清醒时， 精
神焕发， 眼神里满是光彩； 糊涂
时， 住院十几天了， 她连我和母
亲姓什么都记不住。

除了老太太的老伴， 我从未
见她的孩子来过 。 她有三个儿
子， 五个孙女， 都已成家立业。
可每当提起儿孙们时， 老太太总
是唉声叹气。 我经常看到老太太
眼里闪过落寞的眼神， 她期待着
儿孙们的出现 。 随着病情的发
展， 老人的记忆力越来越差。 直
到有一天， 儿子来看她， 她呆呆
地望着， 却问： “你是谁？” 一
旁的我， 心中泛起一阵酸楚。

更让我难忘的事发生在一天
夜里。 那晚明月高挂， 我在母亲
的脚头早已睡着。 忽然， 一阵响
声把我吵醒。 黑暗中， 老太太在
自己的床头柜里翻找着什么。 借
着月光 ， 我看到了她迷茫的眼
神。 她在房里来回走了两次， 然
后来到我的床边， 弯下腰将我的

拖鞋整齐地放好， 再把我散开的
被子盖得严严实实。 最后， 她径
直走到门口， “啪” 地一声关上
了灯， 像是在对我说， 又好像是
在自言自语， “灯关了， 我去上
班了。”

我想， 老太太又犯糊涂了，
或许到走廊散散步就会回来。 可
是， 半个小时过去， 还不见她人
影， 我有点着急， 顺着走廊一个
一个病房查看， 却不见老人。 正
当我失望时， 忽然从走廊的另一
头儿发出一丝亮光 ， 我快步走
去， 发现活动室的房门虚掩着，
老太太正蜷缩着身子睡在两张长
凳上， 冷得浑身发抖。 我连忙走
过去， “奶奶， 我们回病房去睡
吧。” 老太太望着我， 两眼发呆。
我赶紧叫来护士， 把老太太搀扶
到病房中。

早晨醒来已是6点。 护士照
例来给她量体温， 并告诉她昨天
晚上发生的事情， 还特地把我夸
奖了一番。 老太太快步走到我的
床前紧紧地抱住我， 再次大叫一
声：“我的好孙女！ ”此时，她泪如
泉涌， 我也流下了酸楚的泪水。

我扶着叫我 “好孙女” 的老
人来到窗前， 一股清新的空气扑
面而来， 又是一个朝霞满天的早
晨 。 人们都喜欢冉冉升起的朝
阳， 其实， 太阳东升也会西落，
人生的夕阳真的离不开亲人， 特
别是儿女的关爱和陪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