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为有远道而来的朋友要来
家里做客， 妻子看了看我， 说：
“你去理个发吧， 头发有点长。”
以前我理头发都是去商业街上的
理发店， 现在看恐怕时间上来不
及了， 只好委屈一下自己， 去小
区里的那个小理发店。

小区里的理发店门脸儿不
大， 装潢也极其简陋。 我走进去
时， 小小的理发店里， 只有老板
娘一个人在屋里看电视。 见我进
门， 她起身笑脸相迎： “师傅，
理发？” 随即抱歉地说， 你能稍
等一会儿吗？ 我老公出去了。 她
又抬头看了一眼钉在墙上的石英
钟， 说： “快了， 快了， 一会儿
就能回来了。”

我坐在椅子上等， 眼睛不经
意地环视了一圈， 最后目光停落
在理发台上放着的一个小本子
上。 我最初以为那是一本 “顾客

意见簿”， 这样的小本子应该在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国营店铺里
最为常见， 现今几乎绝迹了。 我
怀着好奇心， 拿过那个小本子随
意地翻看， 看了之后才知道， 这
只是一个普通的记事本， 一张张
纸页上工工整整地写着：

8幢501李大爷2017.2.17
3幢802赵大叔2017.4.28
5幢403孙大哥2017.5.30
……
这上面记录的都是些什么 ？

我都有点看糊涂了。 看我一脸莫
名其妙的样子， 老板娘笑着对我
解释： “这是我们小区内所有残
疾人或瘫痪在床老人的住址、 姓
名和本年度各阶段理发时间的记
录， 我老公为这些特殊人群免费
登门理发……刚才我老公出去，
就是给周爷爷理发去了。 周爷爷
今年89岁了， 虽然没有什么病，

但上下楼走路都很不方便。” 我
又问， 那为什么要把他们每次理
发的时间在本子上记录下来呢？
老板娘笑着说： “每隔一个月要
为他们理一次头发， 把每个人上
次的理发时间记录下来， 是为了
方便下次能及时为他们登门理
发， 只要翻一翻记录就知道哪天
该去给谁谁谁理发了。”

不一会儿， 一个瘦削脸膛的
男人背着工具包回来了。 他对我
点头笑笑， 然后一边吩咐女人给
我洗头， 一边拿起台子上那个记
事本在本子上刷刷地写着什么。
之后， 他又进里间屋换了一身干
净衣服， 就出来给已躺在理发椅
等待的我理发。 他动作娴熟， 理
发剪上下翻飞， 不一会儿便为我
理好了。我站起身照镜子时，眼角
的余光看到镜子里站我身后那张
清瘦的脸上，散发着一丝和善。

付过钱后， 我并没有马上离
开， 而是指着台子上的那个记事
本问他， 为什么要免费给那些残
疾人和孤寡老人理发？ 他一笑：
“我自小是个孤儿， 从小吃百家
饭穿百家衣长大的， 后来进城开
了这家小小的理发店， 也是小区
里的街坊邻居照应着给我一口饭
吃。 虽然我现在没有多少钱， 但
也想回馈社会。 我就想用我的手
艺为小区里的一些弱势群体献些
爱心……”

临出 门 ， 老 板 娘 大 声 说 ：
“谢谢惠顾！ 欢迎下次再来！” 我
说 ： “好 ， 我一定会再来的 ！”
真不是客套话， 我决定以后就在
这儿理发了。 不为别的， 就为了
理发师那颗金子般的心。

□佟才录 文/图

理理发发师师的的记记事事本本

■“八小时约定”
征文选登

我们的约定
□□张张新新月月

爱岗， 是我们的责任。
敬业， 是我们的本分。
奉献， 是我们崇高的追求。
我们在平凡的岗位上， 做出

不平凡的工作。
我们的约定，
始终坚持安全第一， 预防为

主， 综合治理。
我们的约定，
从不计较任何得失， 勤勤恳

恳守护着。
我们的约定，
无私———无假日， 在一线 ，

含辛茹苦。
勇敢———为安全 ， 在保障 ，

势如破竹。
忠诚———尊道德 ， 守法律 ，

不辱使命。
我们不能轻易放下，
因为我们和未来有一个约定。
我们自豪， 与你并肩作战。
我们的约定，
每天8小时注视你。
每天8小时围绕你。
每天8小时呵护你。
每天8小时传递你。
我们是安全的使者，
爱岗敬业是我们的行为标尺。
安全第一是我们的处事法则。
在安全运营的征途上，
我们快马加鞭， 无私奉献。
让人生的价值在平凡的岗位

上升华。

■家庭相册

□吴建 文/图

党员老大的
幸福生活

故事老了， 可工友们还记在
心里。 迟凤芝， 一位厂子弟小学
的教师， 当一个隆冬季节， 她夹
着教案第一次走进教室， 发现一
名叫孙玉珠的女学生还穿着一双
夹鞋上学。 迟凤芝先是一惊， 继
而又心疼地问小玉珠： “多冷的
天啊！ 怎么不穿棉鞋？”

玉珠眼泪汪汪地告诉老师 ：
“妈妈得了肺气肿住院了。 说要
等 她 好 了 才 能 给 我 做 …… ”
“爸爸呢”？ “爸爸在厂里上班没
时间照看我”。 迟凤芝有些愕然
了： 大冷天会给孩子冻坏的……
放学了 ， 她又来到小玉珠的身
边， 慈爱地摸摸这， 看看那， 又
量了量玉珠的两只小脚， 那神情
仿佛说： 玉珠， 妈妈病了， 老师
会照看好你的。

吃过晚饭， 她备好了课， 为
孩子辅导完了当天的作业， 就又
从箱子里找出了布料、 剪子和针

线， 比划着玉珠小脚的尺寸， 细
心地描起了鞋样……几个晚上过
去了， 一双凝结着她殷切期望的
棉鞋做成了。 当小玉珠捧着这里
外三新的棉鞋时， 感激的泪水顺
着红扑扑的脸颊无声地滚了下
来， 她恭恭敬敬地给老师行了个
礼。 玉珠的爸爸妈妈看到孩子脚
上的新棉鞋， 感激地给学校写了
封表扬信， 感谢党培养了这样的
好教师。

一晃又是两个冬天了。 在那
两个冬天里， 迟凤芝为小玉珠做
了两双棉鞋， 有时候小玉珠衣服
坏了， 迟凤芝也在繁忙的教学间
隙抽空一针一线为她缝好。 慈母
般的爱 ， 温暖着孩子幼小的心
灵。 小玉珠学习成绩一天比一天
好， 成了班里的优等生。

迟凤芝爱学生， 更懂得怎么
减轻工友的负担。 在她的子弟小
学班里 ， 曾经有个叫胡娟的新

生， 因为患了小儿麻痹下身瘫痪
了， 走起路来只好靠两只拐杖。
当小胡娟第一次被家长用自行车
送到学校， 迟老师思绪万千。 她
想， 三年前， 自己曾照料过这样
一个孩子； 三年后， 小胡娟又闯
进了自己的生活， 我不同样有责
任帮助吗？

就在这天晚上， 她趁工友接
孩子回家的机会， 向工友提出了
请求： “以后就把小胡娟交给我
吧！ 上下学让我来接她。”

胡娟的父母感激地说， “课
堂上都够麻烦您的了， 怎么还能
在课外拖累您。” 可是家长哪里

会想到， 第二天一早， 迟老师就
主动登门了。 小胡娟见老师来接
自己上学， 高兴地像只小喜鹊，
张开双臂一下子扑到老师的怀里
……从此， 迟凤芝就像对待自己
的亲生女儿一样， 把接送小胡娟
的担子放在了自己的肩上， 不论
是小草青青的春天， 还是烈日灼
灼的盛夏； 也不论是秋雨连绵的
季节， 还是大雪纷飞的日子， 她
总是伴随着小胡娟学习、 娱乐 、
生活， 整整三年， 从未间断。

迟凤芝用最真挚的爱赢得工
友们的赞誉， 成为我们厂的一段
佳话。

■工友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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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于德德深深 文文//图图

情情注注工工友友间间

老大长我四岁 ， 早已过了
“知天命” 的年龄。

老大从小很懂事。 那时生活
比较艰苦， 老大从不因吃得差穿
不暖而吵闹， 窝窝头照啃， 父亲
的旧衣服给他穿他也不嫌弃。 老
大学习很是用功， 成绩总是在班
级名列榜首 ， 年年拿回大红的
“三好学生” 奖状。 老大上初二
时， 有一天， 班主任老师突然造
访我家。 父亲以为老大闯了什么
大祸， 正要训斥， 班主任却乐呵
呵地说： “我是来报喜的。 吴大
建同学在县教育局举办的作文大
赛中荣获了第一名， 特向你们全
家表示祝贺。” 接着， 班主任盛
赞老大在校不仅学业优异， 而且
品德高尚， 是个 “好苗子”。

老大高中毕业那一年， 被学
校推荐上大学， 可老大将名额让
给了班上另一名生活穷苦的 “尖
子生 ” ， 自己回家 “修起了地
球”。 性格倔强的老大吃苦耐劳，
起早贪黑， 在队里重活累活抢着
干 ， 挣的工分也就最多 。 到年
底， 不仅我家一举甩掉戴了多年
的 “倒挂户” 的帽子， 老大还被
队里评为 “劳动积极分子”。 翌
年冬季征兵 ， 老大穿上了绿军
装 ， 踏上了保卫祖国边疆的征
途。 在六年的军旅生涯中， 老大
一丝不苟地训练， 踏踏实实地工
作， 两次荣立三等功， 还光荣地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退伍回乡后， 老大把组织上
分配给他的退伍安置指标让给了
村里的一个困难户， 他自己背上
行李， 加入了南下打工的行列。
在深圳， 老大经过多年的打拼，
从打工仔跃升为总经理， 年薪达
到十万。 然而， 八年后， 老大却
毅然辞掉了总经理职务， 怀揣打
工所挣的几十万， 回乡办起了福
利工厂， 主要招收乡里的贫苦百
姓和残疾人。

由于老大擅长经营， 善于管
理， 加上他肯吃苦， 厂子办得红
红火火。 他把经营所得除留一部
分作厂里的周转资金和发展基金
外， 其余的全部以福利形式分给
工人们， 而他自己和工人们拿一
样的工资， 从不多拿一分钱。 几
年后， 这些在福利厂工作的困难
户全部脱贫致富 ， 住上了小洋
楼， 过上了小康生活。 可老大仍
旧住着平房。 2008年的一场金融
危机也使老大的福利厂遭受重
击， 举步维艰， 但老大年底仍贷
款数十万元将工人的工资全部兑
付。 2009年初， 老大原来的公司
得知他的困境， 派人来力邀他重
回公司， 并许以比原来更高的薪
酬， 可老大婉言谢绝了， 他说他
是共产党员， 不能扔下厂里的工
人不管。

经过几年的奋斗， 现在， 老
大的福利厂已经走出困境， 望着
高大的厂房和工人们脸上的笑
靥， 老大感到幸福就像花儿一样
向他开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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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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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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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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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图片片故故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