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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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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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拉子”， 这是工友们对兼
职工会主席老孙的尊称。 虽然他
本身有一摊工作， 但是因为他乐
于助人、 口碑好， 兼职工会主席
就落到了他的身上。

说是 “半拉子” 兼职工会主
席 ， 其实他几乎成为 “全职 ”。
处里党组织的每一项工作、 厂工
会下达的每一次活动， 他都得落
实到位。 远的不说， 光是他下属
的三个车间工友的生活救济和困
难补助， 就忙得他脚不沾地。

上世纪70年代， 工人的工资
都不高， 家里人口少的还可以维
持， 可人口多的就难了。 老孙清
楚地记得单位有位姓江的工友，
他一个人上班， 每月45元的工资
要供家里十口人生活， 困难得吃
口饭都难。 他到家走访时发现，
大冬天里四五个孩子在炕上扯着
一条被， 屋子四周的墙角都上了
冰渣， 家里的二位老人守着个火
盆取暖， 身上的衣服打了补丁。

看到这种情况他立即跑回处
里， 经请示党组织同意打报告给
厂工会救济这位工友80元钱， 让
他买被、 买防寒棉衣。 救济费发

给工友后感动得他热泪盈眶， 然
而， 老孙说什么也没想到， 后面
发生的事儿。

一天晚上老孙下班后， 路过
一个小饭馆， 不经意间他发现刚
刚救济过的那位工友在里面， 他
有些纳闷， 想看个究竟。 不大的
工夫， 只见那位工友排在了吃饭
的队伍里， 于是他走进去， 悄悄
地把那位工友拉出来问： “你要
下馆子？” 那位工友把头低下了，
不好意思地说： “家里好多日子
没见肉腥， 我想解解馋。” 老孙
接过话茬： “这钱可是工会补助
困难工友的钱， 对你的十口之家
可以说是救命钱。 一家老小连个
御寒的衣被都没有， 这钱可不能
乱花啊。”

说完， 他拉着这位工友的手
就走。 工友问上哪儿？ “我再也
不会了！” “你不想吃肉吗？ 去
我家 ， 我让老伴给你包饺了 ！”
那位工友迟疑了 ， 他知道这位
“半拉子” 工会主席家也不富裕，
因为他老伴有慢性病， 不久前还
在外地住院 ， 至今还欠着亲属
2000多元钱没还上， 可他只给别

人跑救济， 忙着困难户， 却从未
开口向工厂要一分的补助。 迟疑
间， “半拉子” 工会主席已经把
他拉到了自己家， 与老伴悄悄说
了声， 不一会便买回了半斤肉，
切了个萝卜当馅， 给那位工友包
了顿饺子。 开始那位工友说什么
也不肯伸筷， 在老孙的再三催促
下， 含着眼泪吃了十几个饺子，
然后抱着老孙放声地哭起来……

那以后， 那位工友成了车间
的骨干， 年年被评为工会的先进
生产者， 再也没向工厂要一分救
济。 而 “半拉子” 工会主席从上
世纪70年代一直到1990年， 当了
20年的 “半拉子”， 成全了一位
又一位生活困难的工友。

□于德深 文/图

“半拉子”工会主席

■“八小时约定”征文选登

敬不平凡的我们
□□张张鹏鹏

■家庭相册

□路世成 文/图

倔强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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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故事

啥东西都没有日头毒， 早上
还绿茵茵、 带着露珠高昂着头的
瓜藤被伏天的热浪一袭， 竟一个
个地耷拉着脑袋， 没精打彩地匍
匐在田垄上。 青须打着卷缩回阴
凉处， 空留那些无处躲藏的西瓜
叶顶着烈日， 为瓜藤撑起一把把
绿伞。 瓜蛋还没长大， 裸露着，
任阳光亲吻着它。

父亲拿着瓜铲在瓜地里拨弄
着满是毛刺的瓜叶， 一棵棵地查
看结在秧子上的西瓜， 掰掉多余
的小西瓜。 父亲让我跟在他屁股
后面拔长起老高的野草， 我没心
思拔， 也拔不动。 野草吸收肥料
比西瓜秧快， 长得也旺盛， 一兜
一兜的， 黑油油的， 用两只手拔
都费劲， 勒手。 父亲指着那些野
草让我拔掉 ， 还说这家伙真厉
害， 和瓜秧争营养也不含糊。 我
故意打岔， 问父亲， 为何一棵瓜
秧只留一个瓜 ， 结得多不好些
吗？ 父亲笑笑， 捡起刚掰掉的西
瓜蛋对我说， 种西瓜不能贪， 让
一棵秧子结几个西瓜， 长不大不
说， 也不甜， 尤其是三匹叶以内
结的西瓜必须掰掉， 离根太近结
的瓜不成形， 也不好吃。

小孩的皮肤嫩 ， 最害怕瓜
秧、 瓜叶上的毛刺， 扎得浑身痒
痒。 即使小心地走， 腿上也会划
出一道又一道的血楞子， 我的脚
根本不敢随意地放进瓜叶里。

三伏瓜是第二茬西瓜， 多半
是收了麦子才种的， 为了让西瓜
早些开园， 父亲特意在翻地前多
上了农家肥。 西瓜苗一出土， 便
滋滋地生长起来。 待西瓜苗爬出
细藤， 父亲又一棵一棵地上花生
饼， 父亲说， 这东西可是好家伙
啊 ！ 肥田 ， 西瓜吸收快 ， 长得

大， 还贼甜。
三伏天是西瓜长得最旺的季

节， 先是长长的藤蔓 ， 接着是
开花 ， 做果 。 种西瓜是一件非
常有意思的事情 ， 就像一个孩
子 ， 需要天天呵护 ， 压藤 、 间
瓜、 翻瓜。

翻瓜是让一个西瓜长得又大
又圆的必要工序 ， 后来我才明
白， 翻瓜有两个作用， 一个是让
西瓜每个部位都接受阳光， 增加
光和作用， 提高糖度， 另一个是
防止田里的地蛆害， 瓜皮厚， 地
蛆一天两天钻不透， 如果一直不
动， 地蛆会钻进瓜里， 偷吃里面
的瓜瓤 ， 这样 ， 那个西瓜就毁
了。 很多时候， 在市场上见到西
瓜上有一块白的地方， 我就知道
这个西瓜的主人一定是个懒人，
没有翻瓜， 不用问， 没有全身绿
的西瓜好吃。

西瓜长到碗口大小的时候，
正是瓜瓤增加糖分的时候。 这时
候， 父亲会顶着烈日， 蹲在地里
翻西瓜， 汗水顺着脸颊流下来，
掉在地上立即沁进泥土 ， 骄阳
下， 父亲的衣服都湿透了， 结了
一层盐霜。 我给父亲送去一壶凉
开水， 父亲咕咚咕咚地灌下去，
清亮的水顺着嘴角流着， 父亲很
惬意， 用干了的毛巾擦了擦， 把
剩下的水倒到毛巾上， 用手拧了
拧， 抹一下脸， 又蹲下去干他的
活去了。

三伏天的瓜在太阳下慢慢成
熟， 下到田里摘一个杀开， 真甜
啊！ 父亲咬了一口赞道， 要开园
了， 但愿会有一个好天气， 西瓜
能卖个好价， 父亲说。

夕阳落下时， 瓜园里滚圆的
西瓜和月亮一起圆着父亲的梦。

瓜 趣

平凡的工作造就不平凡的我
们， 平凡的我们创造不平凡的事
迹。 在每天看似简单的工作中，
有很多值得我们歌颂和学习的人
与事。他们虽然看似平凡，却又不
平凡，看似简单，却又不简单。

每年夏天， 酷暑难耐， 库房
内更是闷热不透气。 李师傅所管
辖的大多数是每日的保养计划，
例如空滤、 机滤等每天都有大批
量的领取。 对年近退休的老师傅
来说 ， 每天踩着梯子取这些滤
芯， 天气凉快的时候还可以， 闷
热的夏天难免会有些疲倦和劳

累， 每次拿完都会喘着粗气。
王冰看到李师傅每天辛苦的

工作， 身为组长的他也感到心里
很不是滋味。 他就琢磨， 如果在
前一天询问好明天的保养计划以
及空滤等物资的需求量， 就可以
在前一天将这些物资提前准备出
来， 这样就可以减轻李师傅的工
作量了。

于是， 他按照自己的想法 ，
先去车间询问 ， 然后在下班之
前， 帮助李师傅把每天的保养计
划准备出来， 免去李师傅独自登
梯取物的重复工作， 在炎炎夏日

为李师傅带去 “清爽”。
而到了冬天， 大雪会积满库

房后门， 影响出行。 年轻的师傅
们都会自发地清扫后门积雪， 有
的人铲， 有的人扫， 分工明确，
大家干劲都很足， 一会的功夫就
把积雪打扫干净。 大家都没有感
觉很累， 反而每个人都很开心，
嘴角都洋溢着笑容。

其实， 工作的累与否， 还在
于你做这份工作的心情 。 当你
处在一个团结的集体中 ， 大家
有事一起上， 有活一起干， 我想
无论工作多重多难， 都会迎刃而
解的。

八小时的工作看似很平常 ，
而我们却做了很多不平常的事
情。 每个为工作做出点滴小事的
人， 都值得我们歌颂和尊敬。

最近回家， 看到母亲的一张
老照片。 照片中的母亲才23岁，
这是她40年前唯一的一张留影。
仔细端详， 母亲那时还挺漂亮 ：
齐耳短发， 长长的刘海， 眼睛虽
不大， 但却很有神采， 眉宇间流
露出一股不服输的倔强之气。 我
打趣母亲： “妈妈， 你年轻时真
有点像巾帼英雄。”

妈妈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 。
当年， 她家境贫寒， 姥爷贪图我
爷爷许诺的丰厚的物质条件， 就
让母亲嫁了过来。 谁知， 爷爷的
许诺都是空头支票。 母亲嫁过来
之后， 姥爷不但没有得到爷爷所
许诺的财物， 还连累母亲吃尽苦
头。 当时， 父亲不知心疼母亲，
反而经常辱骂和殴打母亲。

母亲也曾想过逃离没有爱的

家， 但每跑一次， 都会被爷爷和
父亲带人抓回来。 后来， 母亲生
下我， 境遇稍微好了些。 有次 ，
母亲终于被获准回娘家， 但不准
带我去。

姥姥、 姥爷这才知道母亲所
过的悲苦生活。姥爷后悔不已，他
们要求母亲和父亲离婚。 但母亲
含泪拒绝了，她不舍得扔下我。

为了我， 母亲咬牙坚持着 。
白天在地里辛苦劳作， 就像男劳
力一样； 晚上回到家里还得做针
线活和各种家务。 她唯一的精神
支柱就是盼我成才， 考上大学。
我没有辜负母亲的希望， 一直努
力学习， 后来考上了一所师范院
校， 成为当时村里唯一的一名大
学生。 那天， 母亲捧着我的录取
通知书喜极而泣。

为了筹措我上大学的费用 ，
她四处给我借钱，找亲戚拜朋友，
好话说尽， 终于给我凑齐了。 后
来， 她和父亲一起承包果园供我
上学，日子也渐渐好转起来。

后来， 父亲终于理解了母亲
的辛劳， 他对母亲越来越好了。
母亲也终于露出了笑脸， 为这个
家付出的劲头更足了。

倔强的母亲， 用她的爱和忍
耐， 让这个曾经冷酷无比的家充
满了生机， 让我得以顺利成长，
成为一名大学生。 在我心里， 她
是天下最美的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