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稿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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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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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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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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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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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热线电话：
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工友情怀

几天前的中午， 我在职工食
堂吃完午饭往回走， 路过三号机
组渣仓时看到一个身影匆匆向
三 号 渣 仓操作平台走去 ， 仔细
一看， 是许师傅。

天气炎热， 阳光炽烈， 她安
全帽下的头发湿成一缕一缕的，
脸颊通红， 深蓝色工作服浸透了
汗水，肩上背着一只工具包。我喊
了两三声她才听见， 停下脚步。

“吃过饭了吗 ？ 许 师 傅 。 ”
“还没有 。 刚 刚 渣 仓 巡 检 员 打
来 电 话 说 三 号 渣 仓 里 的 炉 渣
快到警戒料位了 ， 我赶紧过来
放渣。”

许师傅曾是我 “导师带徒”
的师傅 ， 那时我刚走上工作岗
位， 被分配到化验中心。 人事科
的王干事领着我第一次走进化验
中心时 ， 我就被那一排排的试
管、 坩埚、 高温炉和各种精致无
比的工业、 光学、 电子天平震住
了， 暗忖这么复杂精密的仪器我
能操作好吗？

王干事说： “你的导师是化
验中心的许师傅， 以后你就跟着
她学技术。 她技术精湛， 工作认
真， 人又热情， 你跟着她能学到
很多东西。”

许师傅不但技术棒， 教徒也
很有一套， 从理论到实践， 各种
样品、 试剂、 仪器循序渐进。 尤
其叫我佩服的是她采集样品， 那
轻飘飘的粉末经她粗糙的手一过
就能知道重量多少、 质量好坏，
基本上是 “一秤准”。

每每看到我吃惊的样子她
就得意地说： “你用心学 ， 等
电力系统技术比武拿个大奖回
来， 叫人家知道啥叫 ‘强将手下
无弱兵’！”

后来我真的获奖了， 她比我
还激动， 专门买了一只南京的桂

花板鸭犒劳我 ， 还逢人就说 ：
“我那徒弟， 可棒了……” 也不
管人家爱不爱听。 我知道， 她是
以我为傲的。

正如人事科王干事所说， 我
跟着她确实能学到很多东西， 除
了技术， 还有一些好习惯和做人
处事的道理。

让我记忆最深也是受益最多
的是这样一件事。 有段时间我频
繁喝同学的喜酒， 有几位女同学
嫁的都是有钱人家， 婚后什么都
不用做，过得悠闲自在。我在班组
里不免流露出 “干得好不如嫁得
好”之意。 许师傅觉察后，跟我谈
了几次心。 不久工会举办女职工
职业生涯规划讲座，她带我去听。
讲课的女教授教育女职工在照顾
好家庭的同时不能放弃自己的事
业和爱好，要自尊、 自立。

许师傅对我说： “‘谁有都
不如自己有’， 女人得有自己的
事业和一技之长， 不断进步， 自
强自立， 发挥价值， 才能活出自
我， 活得精彩。” 我细细咀嚼着
她的话， 觉得豁然开朗。

做她徒弟的第三年， 她申请
停薪留职去外地给孩子陪读， 临
走前她对我说： “好在你已经出
师了， 我走了也放心了。”

前年 ， 许师傅孩子考上大
学， 她马上就申请回来上班， 被
分配到放渣值班员的岗位上。 好
几个同事不解地问她： “放渣值
班员的岗位这么辛苦， 你老公收
入那么高， 你在家当全职太太多
快活！” 她摇头： “女人要有自
己的事业， 要独立， 再说， 不管
什么岗位， 只要好好干， 都能体
现出价值。”

在许师傅身上， 我看到了新
时代女职工自尊、 自强、 自信、
自立的风采。

□□赵赵闻闻迪迪 文文//图图

巾帼不让须眉的
许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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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故事

父亲的心愿 □□吴吴建建 文文//图图

父亲不是什么伟大人物， 也
没有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
他太平常太平常了， 在本地的任
何 什 么 志 什 么 史 上 都 找 不 到
与 他 有关的半点文字记载 ， 他
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
一个有着将近60年党龄的农村老
党员。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村里人
生活极其艰苦 。 记得 1960年春
上， 青黄不接。 人们啃树皮、 挖
草根， 把能吃的都吃了。 实在没
东西可吃， 就饿着肚子干活。 父
亲那时担任生产队长， 这个憨厚
纯朴的队干部时时以共产党员的
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总是身先士
卒， 率先垂范。

由于他干起活来拼命又长期
吃不饱， 导致营养不良， 原本就
瘦弱的父亲更加骨瘦如柴。 父亲
在一次挖河泥的劳动中累得昏倒
在地， 被送到公社医院抢救。 队
里的社员纷纷来看他， 大队支书
也来探望他， 并送来5个鸡蛋给
父亲补身子。 他没舍得吃， 让母
亲煮熟了两个分给我和姐姐， 另
外三个他让母亲卖到食品站换成
两角钱交了党费。

母 亲 不 理 解 ， 埋 怨 他 说 ：
“这是大队干部送给你让你补补
身子的， 你都病成这样了， 怎么
还想着交什么党费呢？” 父亲说：
“我住在医院， 有吃有喝， 这比
起社员们还饿着肚子干活好多
了， 还要补什么呢？ 这个季度的
党费我还没交， 党组织对我如此
关怀， 我不能光顾着吃而忘了党
啊。” 这就是把交党费看得比自
己生命还重要的父亲。

我师范毕业后， 被分到远离
家乡的异乡小镇工作。 后来娶妻
生子 ， 在小镇购买了一套商品
房。 房子装修时， 我和妻子忙着
上班， 孩子要上学， 没有办法，
只得请父亲来帮我们 。 可父亲
在我这里守了一个多月， 就跟
我说要回家一趟 ， 当时工期很
紧， 不能离人。 我就问父亲是不
是想母亲了。 父亲笑笑说： “都
这把年纪了， 还想你妈干啥？ 我
是两个月没交党费了， 我要回去
交党费。”

我当时觉得父亲是不是积极
过了头。 便不屑地说： “不就是
十几元钱的事吗？ 党还差你这几
个 钱 用 ？ ” 父 亲 有 些 生 气 了 ：
“这不是几个钱的事， 作为一名
老党员， 按时足额交纳党费是我

应尽的职责。”
按时交纳党费， 是父亲几十

年养成的一种习惯。 而今父亲年
过七旬， 这几年多次撤乡并村，
村委会驻地离老家越来越远。 可
村里规定几时交党费， 他就几时
去， 从不拖延。

他每次都要走十几里的路 ，
有时去了村支书不在， 他就等在
那里， 第一天等不来第二天再去
等， 直到等村支书来了交了党费
才心满意足地回家。

村支书感动地说： “这么远
的路， 您老人家行动不便， 迟点
交不要紧 ， 不用这样来回跑 ！”
父亲笑笑说： “党费没交心里不
踏实。”

父亲交党费， 让我看到了一
个普通党员可贵的品质。

之前， 我一直以为， 党员这
个身份 ， 给人带来的更多是责
任， 而非快乐。

这样的印象， 最初是来自于
父亲。 我小时候， 父亲是村子里
为数不多的党员之一。 同时， 也
是最忙的人之一。

所以我便认为， 父亲是不快
乐的。

你看， 那么忙， 那么累， 怎
么会快乐呢？ 每天起早贪黑， 第
一声鸡啼时， 就听到屋里传来了
窸窸窣窣的声音 。 接着 ， 做早
饭， 到田里劳作。 中午回来， 休
息了一会儿， 又得朝着地里出发
干活。

那会儿还是公社时代。 多做
少做， 对生活影响并不大。 可父
亲总是第一个到 ， 最后一个离
开。 而结束了田里的劳动， 回到
家里， 父亲的农忙刚刚谢幕， 与
此同时， 另一种忙碌， 则拉开了

帷幕。
在如今的人看来， 属于私人

的时间， 对父亲而言， 却是一种
奢侈。 回到家里后， 不仅要参加
党员学习活动， 而且村里各种各
样的事儿， 都需要父亲这个党员
起带头作用。 结果， 往往是在家
里头的时间比田里更忙。

这样的父亲 ， 怎么会快乐
呢？ 在那时的我看来， 快乐的标

准之一， 就是休闲与安逸。 有大
把的时间， 要么休息， 要么做喜
欢的事儿， 这才谈得上快乐。 可
父亲这个党员， 忙得没有自己的
时间。 因此， 在我眼里， 父亲这
样的党员们， 都是离快乐最遥远
的人。

可后来， 年岁渐长后， 我慢
慢就懂得了父亲的快乐。

正如我为人父母后， 当自己
的辛苦化成了孩子脸上满足的笑
容， 心中的快乐是无法言喻的。
也是在那一刻， 我突然明白， 也
许自己从来都忽略了父亲作为一
名党员的快乐。

那时的父亲， 越是忙， 脸上
就越是散发着由衷的快乐 。 我
想， 父亲的快乐， 是因为在父亲
的实践下，党的每一份关心，都变
成了收获， 都能让百姓们离梦想
更近一步。 爱与希望， 让令人疲
惫的付出， 在如父亲这般的党员
眼中， 都成了无与伦比的美丽。

唯有如今， 也经历了为人父
母的艰辛与收获后， 才明白付出
的快乐， 更甚于索取。 因为爱 ，
党员也就成了生活中里一道最美
的风景。

□郭华悦��文文//图图

党员之乐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