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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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年， 主任问海燕： “让你
干安全你什么意见？” 回忆往事，
海燕说只是觉得当时主任的问话
很突然， 没一点心理准备。 进而
心里打鼓： 是不是我现在的工作
没做好？

迟疑了片刻， 海燕非常坚定
地回复主任： “我没意见， 服从
安排。” 主任笑了， 没说话， 只
是冲她挑起大拇指。

答应了主任之后， 海燕才觉
出心里的沉重， 想起主管安全的
主任处理事故会上脸红脖子粗地
拍桌子， 每天风风火火去作业现
场的不苟言笑， 还有林林总总的
专项安全检查、 综合检查、 教育
培训……

海燕是个有点儿闷性子的
人， 但闷性子的人也许更喜欢挑
战。 当时海燕下定决心， 自己虽
然是个女同志， 但决不能输给男
同志 ， 也绝不能被安全管理的
“难” 给难倒。

正式进入新的岗位， 海燕便
闷头从国家对企业安全生产标准
化管理考核标准文件入手， 用不
到一周的时间， 边学边问， 先是
弄懂记牢了国家安全生产标准化
的十三项内容之后， 忙完案头工
作， 便像个小子似地没事就跑现
场， 按照条块儿， 一一熟悉场区
配电设备设施、 机械设备设施、
装卸作业环节 、 建筑设备设施
等。 每天从现场回来， 结合安全
档案， 把自己对现场实物安全状
况、 重点、 隐患、 弄不明白的东
西记录在工作日志上， 不懂的便
向主管主任请教， 向现场老师傅
请教。

人前显贵， 人后受罪。 每个
人但凡成功或取得成就， 都不会
天上掉馅饼， 海燕也是。 不到一
年的时间， 海燕俨然成了一名安
全生产管理的专家， 并且发挥自
己年轻、 学历高的优势， 借鉴国
外 5S -TPM、 全 员 危 险 源
（THM） 管理模式， 通过一次又
一次的培训， 将企业传统的管理
者检查———下达整改通知书———
管理部门隐患整改———隐患整改
复查的模式， 发展为全员职工参
与自主发现安全隐患， 自主进行
整改的模式。

一次 ， 主任貌似随意 “碰
见” 海燕， 问她： “怎么样？ 是
不是比以前的岗位辛苦？ 累多了
吧？” 海燕心里暗暗长舒一口气，
确实累多了！ 但累的结果是充实
感、 成就感。

安全管理工作真有点像文学
作品里攻坚拔寨的一场场战斗 ，
隐患整改 、 管理制度落地、专业
设备设施的定期检测， 哪件事没
解决，心里便沉甸甸的，脑子里不
由自主地惦记 ， 什么时 候 这个
“坚”克了，这个“寨”拔了， 心里
有说不出的畅快。 体味其中， 还
真有点登峰览众山的滋味……

姐妹情缘
□刘希 文/图

■家庭相册

“少林 ， 少林 ， 有多少英雄
豪杰都来把你敬仰 。 少林 ， 少
林， 有多少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
扬……” 那是1982年， 电影 《少
林寺》 在全国上映后， 我们村里
的娃娃全迷上了少林功夫， 不仅
天天哼唱电影主题曲 《少林， 少
林》， 还照着电影中的情形， 纷
纷练起了 “功夫”。

其实， 迷上练功的不止我们
那些娃娃， 还有成年人， 比我大
十多岁的大哥就是其中之一。 但
大哥练功不是瞎胡练， 而是跑到
县城拜师学艺。

他学了一个月后， 带了一位
留长须的师傅回村里办起了武术
培训班。 “近水楼台先得月 ” ，
大 哥 是 大 师 兄 ， 作 为 他 的 弟
弟 ， 我自然能够随意进出培训
场所， 不仅可以 “偷艺”， 有时
还能得到 “师兄” 们的指点。 不
久， 两套 “花拳” 竟能打得像模
像样。

剑挺是我自小玩大的伙伴 ，

与我亲密无间。 他看我 “武功 ”
那么好 ， 也想练习 ， 我当然乐
意同自己的好朋友共同进步，
因此， 只要偷来一招半式， 我都
会在第一时间里教给剑挺。 他学
会后， 我们就一起拆招过招， 相
互切磋。 时间不长， 我们两个便
被村里人送了一个 “少林娃” 的
绰号。

有一天放学后 ， 我 们 做 完
作业 ， 又一起在操场练武 。 这
时， 同学松杰拿着一个方匣子走
了过来， 他说他拿的是相机。 我
们见也没见过， 但松杰的父亲在
县城工作， 家庭条件好， 经常拿
一些新鲜玩意儿到学校显摆， 因
此， 当他答应不用花钱就给我们
每人送一张相片时， 我和剑挺别
提多兴奋了， 立马就摆出了这个
造型。

时光荏苒， 转眼间， 当年的
“少林娃” 都已年近半百。 数十
年来， 虽然多次搬家， 但那张黑
白照片我一直保存着 。 每看到
它， 我便想起当年的 《少林寺》、
想起当年的练功热。 这张照片弥
足珍贵， 它不仅是历史标签， 也
是我和发小剑挺友谊的见证。

4411号号菜菜地地
□许双福 文/图

■“八一”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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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 人们往往因需要对
某个地区以编号命名 ， 时间一
长 ， 却忽略这个地区真正的名
称。 41号， 是我们驻防的地方。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 我入
伍来到了编号为41号的部队里。
后来才知道， 这里真正的名称是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宗别立
公社茫来大队。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 部队
的供给除了主食是按人头、 按量
供应外， 肉食、 蔬菜之类的全靠
连队自己解决。 因此， 每个连队
都养有猪、 鸡、 羊， 有自己的菜
地 。 战士除了训练 、 战备值班
外， 还要养猪、 喂鸡、 放羊。 作
为战斗班， 每周也需要抽调人
员将专职的猪倌、 鸡倌和羊倌
替换下来参加军事训练， 提高军
事素质。

我们连的菜地离营区十多公
里， 战友们习惯把这里叫41号菜
地。 每在春季和菜品交替时， 全
连都要出动到这里翻地。 炊事班
背上行军锅， 借此在野外训练无
烟做饭。 在戈壁滩上做饭， 还要
使烟分散， 不被 “敌人” 发现，
是很费工夫的事。 不仅如此， 战
士们也很怕在野外吃饭， 大漠戈
壁， 风说来就来， 刮起的沙子覆
盖在米饭和炒菜上， 不敢咀嚼。
粮食的紧张， 又不敢浪费。 每到
中午时分， 我们都在期盼不要刮
风， 不止一次地吃沙子， 战友们
都惧怕了。

菜地就建在大戈壁滩上， 为
了阻挡风沙侵蚀 ， 建菜地的当
初， 前辈们在菜地周围打起了一
米多高的土墙 ， 又打了一口深
井。 茫茫戈壁上只有这里有一抹

绿色， 有那么一点生机。
军人习惯了整齐划一， 就连

种菜也不例外， 行距、 间隔都是
用尺子拉出来的。 开始时， 来自
农村的战友对此感到好笑 ， 戏
言， 种个菜又不是走分列式， 哪
用得着这么费劲。 时间长了， 也
就习以为常， 大家不用尺子量倒
不会种地了。

每次出发去菜地， 战士每人
扛着一把铁锹或者镐头， 一路欢
声笑语， 还有个队伍样儿。 等下
午回来时， 再看大家的样子， 疲
惫的身驱将队伍稀稀拉拉地拖了
很长。 连长知道大家累了， 也不

再要求什么， 只是时不时地喊两
声： “后面的都跟上， 回去吃红
烧肉啊。” 其实大家知道， 连长
只是让我们望梅止渴而已。

大漠戈壁， 是因我们的一抹
绿才有了生机。

三十多年过去， 当我再一次
回到41号菜地， 挡风的墙已被风
蚕食得只剩下了曾经的轮廓， 菜
地与戈壁没什么两样了。 但在我
的心目中， 这里的风景最美， 虽
是荒凉， 却曾有一群人在这里干
得热火朝天， 将青春的汗水洒落
在这片土地上， 留下了一串串欢
声笑语， 使大漠戈壁不再寂寞。

■图片故事

当年我是
少林娃
□徐善景 文/图

她一直认为， 如果不是妹妹
和她母亲的到来， 她的生活不会
那么糟糕。 所以， 当生活出现困
难， 父亲和继母决定将她送出去
的时候， 她对前来牵住她衣角的
妹妹， 感觉忿忿的。 她看也不看
妹妹那眼泪汪汪的脸， 拼命地甩
开她的手， 然后头也不回地跟着
养父母走了 。 那年 ， 她才十一
岁， 妹妹五岁。

养父母家离她的家并不远 ，
她走路都绕得远远的， 生怕再碰
到他的父亲继母， 特别是那个扎
着两个羊角辫的小妹妹。 可小妹
妹总是那么粘她， 小小的她跑到
她的学校门口等她， 她不想看见
她， 夹在同学中间溜掉了。 可是
她一回头， 就看见妹妹一把鼻涕
一把泪， 哭得极其伤心地向家走
去 。 她还来她的养父母家找到
她， 给她带好吃的糖果和饼干，
可她就是不想见她， 远远地见她
来， 她就 “砰” 地一声关上门，
关上窗 ， 任由妹妹在门口哭着
喊： “姐姐， 开门！” 还打着父

亲的名义： “是爸爸派我来的。”
再后来 ， 养父母的房子拆

迁， 她搬到另外的城市去住， 她
果然如愿以偿， 和这个家庭断了
联系。 她在二十八岁那年， 和农
村的一个老实本分的小伙结婚
了。 日子渐渐平静下来， 她回城
过几次， 听说父母和妹妹都过得
很好， 她以为， 这辈子， 她和这
个妹妹没有任何交集了。

可是 ， 五年后 ， 她生病手
术， 生命垂危的时候， 妹妹不知
从哪里得知消息 ， 跑来给她输
血 ， 这才让她从死亡线上爬回
来， 可她总在想， 若不是有这个
妹妹， 那么她绝对比现在幸福，
她觉得妹妹对她的付出是应该

的。 病好后的她依然回到农村继
续生活， 可生活太苦， 她想改变
这个现状， 就鼓励老公做生意，
由于没有经验， 第一次生意， 就
赔得血本无归。 好在， 一个亲戚
主动资助她五万块钱才解了她的
燃眉之急。 她的生活越过越好，
再后来， 孩子也成家立业了。 可
就在这时候， 她才知道， 多年前
亲戚资助给她的钱， 是妹妹的彩
礼钱， 妹妹知道要面子的她绝对
不会收下， 便嘱咐亲戚交给她并
瞒着她。 因为这个钱， 后来常常
成为妹妹和妹夫吵架的导火线，
结婚没多久便离了婚。

得知这个消息， 她惊呆了 ，
她没想到， 在她最困难的时候，
还是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帮了她
一把。 她也没想到， 当她打听到
妹妹的消息时， 父母已经去世，
离婚后的妹妹一直独身， 日子过
得很不好。

她跟妹妹说了一声 “对不
起”， 而妹妹说， 这些年， 她心
里一直有这个姐姐。 两个六十多
岁的老人抱在一起， 泣不成声 。
她知道， 她欠妹妹的， 不只是一
声 “对不起”， 而是给妹妹一个
温暖的依靠。 好在， 还有机会说
“对不起”， 好在， 还有机会再做
一辈子的好姐妹， 让她来好好地
回应妹妹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