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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小时约定”征文选登

眼盲心亮
□□郎郎海海潮潮

■家庭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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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董国国宾宾 文文//图图

再叫一声娘乳童时 ， 开始牙牙学语了 ，
我会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娘 ”。
仅一个字， 我幼小的娃娃声音极
细弱， 娘却大着嗓门 “唉” 了一
声 。 从此 ， 娘总给我快乐和欢
笑， 给我温暖和祝福， 尽管娘自
己很苦也很累。

我还小， 想吃一块糖， 可家
里揭不开锅， 娘就把梳头时掉下
来的头发一根根捡起， 然后珍藏
起来。 娘将头发梳了再梳， 有时
还会用力梳。 过了些日子， 我在
村口一个土堆上玩耍， 忽然走过
来一个挑货郎 ， 拨浪鼓 “咚咚
咚” 敲响了凌乱的小村庄。 娘从
家里跑出来， 脸上漾着笑容， 手
里拿着早已收藏好的一小卷头
发 。 娘用小拳头大小的一卷头
发， 在挑货郎那里换了一块糖，
转身塞进了我的小嘴里。 我甜甜
地叫了一声娘， 然后咧着小嘴笑
起来。

天冷了 ， 夜色裹紧了小村
庄， 幼小的我脱掉衣裤就往凉被
窝里钻。 娘赶忙将一双大手在自
己身上暖热 ， 还没等我反应过
来， 娘热乎乎的两只手就捂住了
我的小脚丫。 被窝像个冰窖， 可

我的小脚丫像是伸进了火盆， 慢
慢的， 我单薄的身子也暖起来。
我眨巴了几下眼， 又甜甜地叫了
一声娘。

那天我患重感冒， 咳嗽一声
接着一声， 可小村子里没谁会看
病， 只有绕过一道道山梁， 到几
十里外的地方去买药 。 山路迢
远， 娘赶夜路到山外去， 越过崎
岖和陡险， 终于在天亮之前赶了
回来。 一回到家， 来不及喘上一
口气， 就把药给我喂下去。 娘拖
着疲惫的身体在我身边熬了三
天， 我病情有了好转， 娘才长舒
一口气。 又过了两天， 我大声喊
了一声娘， 就跑出去和小朋友玩
耍去了。 娘见我恢复如常， 又开
始打猪草、 耙地和劈柴了。

娘不停地干活 ， 锄草 、 施
肥 、 杀虫 、 没白没黑地翻种作
物， 大把精力和心思花在了养家
糊口上。 炊烟升上天际， 娘在灶
台做饭， 幼小的我像只馋嘴猫，
在厨房钻进钻出。 娘知道我的心

思， 把我叫到跟前， 摸着我的头
说： “庄户人家哪有好吃的， 过
些天娘给你买鸡腿吃。” 我果真
吃上了鸡腿 ， 大口大口往嘴里
塞， 好香啊！ 这是娘用节省下来
的钱给我买的， 娘没有鸡腿吃，
只看着我狼吞虎咽地吃， 娘心里
比我还甜！ 吃完鸡腿， 嘴上油汪
汪的， 我满足地叫了一声娘。

要去山外面的大都市上大学
了， 临走时， 娘把东借西凑的学
费交到我手里， 看着我说： “孩
子， 家里的事儿有娘呢， 你只管
安心学本事， 千万不要分心。 咱
庄稼人爱劳动， 肯出力， 没有过
不去的坎儿 。” 我朝娘挥挥手 ，
踏上了求学之路。

走上了工作岗位， 我在一个
城市安了家， 有了稳定的职业，
生活真是好多了。 我想把娘从山
旮旯里接过来久住， 娘却突然走
了， 去了一个我们再也见不到的
地方。 我多想亲口再叫一声娘，
有娘叫的日子才最幸福！

在我们社区中有这样一位好
人， 他叫纪德勇， 是望怀社区纪
师傅保健按摩中心的负责人。 自
2003年第一家按摩中心开业以
来， 他坚持义务为辖区有困难的
老人进行爱心义诊， 而且他积极
参与各种公益活动， 十几年来，
克服各种困难， 坚持义务帮助残
疾人及弱势群体， 被居民称为最
可爱的人。

外表看着精气神儿十足的纪
师傅其实是位盲人。 那是在1997
年， 他入伍参加消防兵的第三个
年头， 在一次扑救化学品仓库大
火的战斗中， 随着 “嘭” 的一声
巨响， 纪德勇就觉得眼前一片漆
黑， 栽倒在了地上……这次灭火
的战斗， 让他双眼的视神经受到
严重损伤， 最终导致双目失明。

那时的纪德勇才19岁， 想着
以后漫长的人生路要在黑暗中度
过， 他心如刀绞、 万念俱灰。 那
段痛苦的日子， 纪德勇真不知道
是怎么挺过来的。 可是日子还是
得过啊。 渐渐地， 纪师傅开始学
会乐观坚强地面对现实。 他在战
友的帮助下到盲校报了名， 开始
努力地学习盲文。

刚刚接触盲文的时候， 像是
天书一样， 整天在这种硬草纸上
摸来摸去， 纪德勇的手指肚一层
层地脱皮， 旧皮脱去后， 鲜嫩的
肉露了出来， 可是他不敢懈怠，
忍着疼， 坚持触摸那些硌手的小
疙瘩 ， 在凹凸不平的书面上钻
研。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一年
的努力， 他终于能熟练地摸出学
过的字， 也能读懂小说和医学书
籍了。

1999年12月， 纪师傅从盲校
毕业后转业回到了地方， 凭着自
己对生活的热情， 凭着自己在部
队学过医的基础， 他选择去按摩
中心学艺。 经过三年打拼， 他盘
下了一处门脸， 自己的保健按摩
中心像模像样地开张了。 凭借一
颗诚挚的心和精湛的技艺， 店里
生意越来越好， 2005年， 纪师傅

的保健按摩中心分店也开业了。
由健康人到残疾人的经历使

纪师傅能深切体会到残疾人的痛
苦和不易 ， 因此 ， 每年到重阳
节、 助残日的时候， 纪师傅就主
动到望怀居委会请缨， 为辖区内
的残疾人、 老人上门义务按摩，
解除他们的病痛。 残疾老人王玉
芳说： “纪师傅放下自己的买卖
不做， 总是到家来义务给我做按
摩， 真让我过意不去， 真不知道
怎么感谢他呀。” 纪师傅听了憨
憨一笑说： “您如果有需要， 可
以随时打电话找我。”

于是， 纪师傅去一家就把自
己的电话告诉一家。 仅仅一年时
间， 近在自己辖区内， 远到20多
里外的小村庄， 纪师傅共为80多
人次的残疾人、 老人进行了义务
按摩。

周立虎是一名残疾人协管
员， 孩子正在上幼儿园， 母亲常
年患病需要花销， 家庭生活非常
困难。 纪德勇得知这一情况后，
主动跟他结成帮扶对子， 每月资
助现金200元。 李玉温老人今年
82岁， 早年就得过腿病， 随着年
纪越来越大， 活动很不方便， 能
正常走路一直是老人的愿望。 纪
师傅知道了老人的情况， 主动赠
送药物， 定时为老人进行检查按
摩， 还结成了服务对子， 老人的
康复治疗有了保障。

纪师傅帮助过很多人， 有些
他自己都记不清了， 但是居民们
却深深地记住了这个充满爱心的
小伙子。 2015年6月纪师傅成为
一名预备党员， 面对未来， 纪德
勇说： 身残志不能残， 能为社会
做点事情， 才能让自己活得更有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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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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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卫 文/图

高薪月嫂

三婶是我们这个大家族中最
年轻的长辈。 她生性开朗， 心智
极高， 很有主见， 手脚麻利。 当
年， 家贫无力支持她高考复读，
三婶就嫁给了有泥工手艺的三
叔， 把老祖父留下的 “小二层”
修缮好 ， 安了家 ， 有了一子一
女。 家境不富， 他们过着平平常
常、 知足常乐的日子。

可天有不测风云。 那年， 在
外地砌墙的三叔不小心从六层跳
板上摔下来， 内脏受伤， 还瘸了
一条腿。 找老板扯皮， 最后只赔
一万元了事。

顶梁柱一下子塌了， 还有两
个未成年的孩子 ， 三叔拄着拐
杖， 长吁短叹， 哀怨这日子咋过
下去。 三婶顶上来了， 点着他的
脑壳 ， 话里带着火 ： “从现在
起， 我们换位。 我主外你主内，
用赔款给你开个小店， 混点生活
费。 我学着帮人带孩子。 夫妻携
手， 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 大男
人家再耷拉个脸， 没志气， 我就
跟你打 ‘脱离’。” 一番话激得三
叔诺诺地点头。

那会当保姆还没有形成市
场， 信息不畅。 初入行， 找合适
的人家还得托熟人。 三婶先后带
过几家经济状况好又较挑剔人家

的孩子， 家务活几乎全包， 屋子
里外收拾得干干净净， 做得一手
好菜， 还兼照料老人。 被她带过
的孩子哭着闹着不让她走， 口口
相传， 三婶以能干、 贤惠、 善解
人意获得高报酬， 成了她家主要
的收入来源。

后来，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 ，
城里一些家境殷实的主人对保姆
要求越来越高。三婶眼界扩大了，
第一次听到“月嫂”这个词，她决
心到城里发展，再搏一把。

三婶租了间小屋， 静下心上
专门的培训班， 训练标准的普通
话， 甚至还自学了一些外语。 有
资质的 “月嫂” 不仅要懂得如何
照料产妇， 还要懂一定的婴儿养
护心理学， 协作产妇对婴儿进行
科学喂养， 帮助产妇恢复体能。
此外， 对婴儿服、 进口奶粉的品
牌、 营养成分和配比、 最佳的喂
养时间段等有基本了解。 拿出当

年学习上的韧劲， 三婶如期拿到
正规机构出具的等级证 。 有了
“PASS” 卡， 三婶炙手可热， 如
鱼得水 。 从原来县城的 “土保
姆” 一下升格为高薪月嫂。

好月嫂可不是完全靠力气和
耐心， 而要靠平常掌握的专业知
识厚积薄发。 去年， 一对从事IT
刚生养孩子的年轻夫妻只雇了五
十天， 三婶就拿了一万四千元的
工钱。 未来得及歇口气， 三婶又
转战别的服务对象。 像她这种高
素质专业性的 “月嫂” 在社会上
供不应求， 受到主雇们的追捧。

虽然三婶已近五旬 ， 但此
时是月嫂的黄金从业年龄段 。
她与时俱进 ， 不断提升自己 ，
追逐同业的最高境界 ， 让我们
下一辈心生敬意。 不服老也不服
输的三婶， 用坚韧和睿智支撑起
一个家， 迎来了人生的又一片艳
阳天。

■图片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