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艳香 文/图

儿 行 千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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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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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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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日， 姐姐的微信圈里发
了一条链接， 题为 《致我们终将
远离的子女》， 我明白姐的心思，
就如普天之下芸芸母亲一样， 儿
行千里母担忧。

7月份 ， 高考分数 、 各省录
取分数线出炉， 外甥发挥正常，
理想大学向其伸出橄榄枝， 大家
都为之兴奋喝彩。 姐却是喜忧参
半， 我知道， 姐喜的是功夫不负
有心人， 外甥的前程繁华似锦。
忧的是儿子即将离开父母身边独
自远行， 为自己， 为人生， 为理
想。 儿行千里母牵挂。

姐在开学前不停地置办着外
甥远行的一切所需物品， 大到笔
记本电脑、 手机、 皮箱， 小到袜
子、 牙膏、 牙刷。 姐用一个小本
子一一记着， 想起来又添上去跑
去购买， 唯恐落下一样， 心如细
发 ， 串串连心 ， 真是应了那句
“可怜天下父母心。”

那日看何炅主持的新栏目
《儿行千里》， 其中有一个环节是
分享感动瞬间， 有一份感动让我
记忆深刻。 父亲送上大一的女儿
去学校报到， 临行前父亲只发了
一条微信向女儿道别。 但女儿在

军训场上， 看到远处的树下， 有
一身影极像父亲。 过后女儿向其
求证， 父亲承认说确是自己。 父
亲说面对不了分别的场面， 所以
选择微信告别， 但心里又舍不得
离去 ， 久久地站在远处看着女
儿。 铮铮汉子， 在儿女面前， 亦
百般离愁， 让人动情不已。

当年我考上中专， 是母亲送
我去的学校。 终于有一个孩子跳
出农门了， 父母由衷地高兴。 为
我置办各种衣物和生活用具， 并
东拼西凑给我筹齐了学费。

母亲也是第一次出远门， 既
兴奋又紧张， 生怕我走丢， 上下
车总紧紧拉着我的手。 我就有如
两三岁的孩童， 乐得这份牵手，
母亲的手虽粗糙， 但温暖。 虽瘦
小， 但有力。 为母则刚， 在母亲
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第二日， 需返家了， 母亲一
大清早就给我去学校食堂打好了
早餐， 并给我买来了一大袋水果
与一箱牛奶， 临行前还硬是再塞
给我一百元。

我纳闷， 我的学费都是好不
容易借来的， 生活费也已如数给
我了， 母亲哪来的钱给我买这么
多东西， 还硬是多给我一百元？
我推让着不要， 母亲态度坚决，
她说： “你一人在外， 多留些钱
在身边总是好的 ， 我也会安心
些。” 无奈， 我接过了母亲的心
意， 一百元， 轻轻的一张， 但却
是一份沉甸甸的爱。

后来听姐姐说， 母亲到家乡
的县城就没有路费了， 走了四五
个小时才回的家。 很难想象母亲
是历经怎样的艰难到的家！ 母亲
没有读过一天书， 不认几个字，
为女儿第一次出远门， 母亲尽其
所能 、 倾其所有 ， 只为一份心
安！ 我的心里， 荡起一圈一圈的
感动， 有母亲牵挂的孩子， 就是
幸福的。

如今， 我已为人母， 真正读
懂了母亲的那份牵挂 、 那份担
忧。 儿行千里， 出门在外的不仅
是儿子、 女儿， 实则还连着父母
亲的心一同前往！

■家庭相册

■青春岁月

北京建工的
“洋员工”

■工友情怀

□李灵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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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克是北京建工集团在美国
分公司的员工。 他加入分公司的
缘由是： 十年前， 他随代表团来
访北京建工集团， 在会晤访谈中
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心里
播 撒 了 合 作 的 期 望 。 回 国 后
他 即 申请加入北京建工美国分
公司 ， 凭借拥有35年的专业知
识， 他成为第一批正式的外籍北
京建工人。

舒克50多岁， 土生土长的休
斯顿人， 毕业于德州大学奥丝汀
分校工程管理专业。 他长得高大
魁梧， 极富美国人的幽默直率。
尤其在工作中， 他充分利用自己
的专业知识和地域优势， 协助分
公司完成了公司在加里福利亚
州、 佛罗里达州、 纽约的注册，
并获得相应资质。

2016年初， 舒克牵头组建美
国德州医疗中心洲际酒店项目核
心团队。 他通过专业机构选聘人
员， 亲自进行人员背景调查， 选
择信用度高， 背景可靠的人员。
在选择一般成员时， 他通过校园
招聘， 挑选有朝气、 执行力强的
学生， 并在项目磨合中进一步地
筛选。

舒克在选拔人员上只有一条
金标准： “对所做工作负责， 不
能对个人工作负责的员工就是不
合格的员工。”个人信用成为项目
团队工作配合的坚固基石， 每位
员工都成为值得信赖的伙伴。 每
个人工作都有极强的责任心，使
工作披荆斩棘，高歌猛进。项目业
主对舒克的评价极高。

在建设中， 为了提高工作效
率 ， 他引进先进的项目管理软
件， 并在现场应用， 提升了图纸
查阅和处理的速度。 工程师在现
场发现问题后， 通过平板电脑拍
照、 将问题上传， 几分钟内所有
相关人员都得到了该信息， 节省
了开会讨论的时间， 问题在最短

时间里得到纠正。
管理软件的使用也使编辑

PDF版图纸更为快捷， 撰写一个
问题协调函的时间从一个小时缩
短到几分钟， 提高了工程师处理
问题的效率。 管理软件不但完全
替代了施工日志， 还是大家分享
项目信息的最有利工具。 这些软
件的使用， 使项目部基本实现了
无纸化办公，11名人员管理4亿元
的项目，在国内是不可想象的。

舒克注重使用和培养新招聘
员工。 要求他们每天的晨会上必
须做当天的工作计划， 对前一天
的工作进行点评。 他对于每名员
工都直言不讳地一一指点， 还将
所学专业知识和经验毫不吝啬地
传授给团队成员。 今年7月， 德
州医疗中心洲际酒店项目封顶，
舒克提议设立了杰出领导力、 杰
出问题解决能力、 杰出新员工三
个奖项， 以调动员工工作热情 。
工程顺利封顶并投入使用时， 他
亲 自 为 三 个 奖 项 的 优 胜 者 进
行 颁奖 ， 激发了所有员工的工
作热情。

8月26日， “哈维” 飓风肆
掠德州。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损
失， 舒克不惧危险， 紧张有序地
安排员工做好防风措施， 把工地
从里到外检查了一遍， 最后一个
离开项目现场。

美国分公司经理韩亭亭对舒
克的评价是 ： 简单 、 牢固 、 可
靠， 有美国 “产品” 的特点。 当
集团副总经理常永春去国外慰问
时， 将从国内带去的一个木制电
子画像送给他时， 舒克高兴得手
舞足蹈， 露出孩子般的笑脸。

舒克在美国分公司工作十年
了， 从普通员工成长为一名公司
工程管理的负责人。 在美国分公
司， 像舒克一样的人不只一个，
他们和国内的员工一样， 在中国
企业的文化熏陶下逐步成长。

很早的时候， 小镇有个电影
院。 当时在我的眼里， 那是镇上
最辉煌的建筑。 影院前有很多层
台阶， 每次踩着台阶徐徐上去，
我总恍惚地以为自己是走在朝圣
的路上， 换句话说， 是在去拜见
自己仰慕已久的人。

我还怀疑我要拜见的这些
人 ， 在影院关门时就躲在幕布
后 ， 过着他 （她 ） 们云上的日
子， 当影院放映时， 才会走到幕
布上去， 将他 （她） 们的生活展
现给我们看。 我曾经在电影散场
时偷偷溜上台去 ， 揭开幕布一
角， 却很失望， 后面是墙， 什么
都没有。

其实， 正儿八经在电影院看
电影只有一次 。 是学校组织去
的， 每人发了一块小手绢， 电影
是 《妈妈， 再爱我一次》， 大家
果然用上了， 都哭得稀里哗啦。

更多的时候，我只能听电影。
因为没钱买电影票。 曾经几

次在电影演到一少半时， 我央求
看 门 人 能 偷 偷 放 我 进 去 ， 但
都听到了坚决的 “不”。 即便是
我奉上两个从自家大爷的瓜地里
偷摘的甜瓜也不行。

我便绕着电影院一圈一圈
转 。 后来 ， 我发现电影院外墙
上， 有个拳头大的洞， 用一只眼

看进去， 能看到第一排最靠墙根
的那个观众的腿， 凑近耳朵， 能
清晰地听到电影的声音。

此后 ， 每次晚上影院放电
影， 我都拉着发小儿宝柱来听。
从村子到镇上不远， 跑着的话十
多分钟就到。 我们蹲在地上， 分
别将各自的半个耳朵贴近那个
洞， 头对头， 脸对脸。 每当电影

主人公悲伤地哭诉时， 我就能看
到宝柱的眼泪顺着他黑乎乎的脸
颊， 清亮亮地流下来， 最终与两
行鼻涕汇合。 在月光下， 分不清
哪是眼泪， 哪是鼻涕。

当然， 我也流泪， 但我趁宝
柱看不见 ， 飞快地撩起衣袖擦
干 。 《搭错车 》 《今夜有暴风
雪》 《没有航标的河流》 《戴手
铐的旅客》 ……我俩听过许多电
影。 里面很多经典的台词都能倒
背如流。 主题曲也都会唱， 最喜
欢的就是 《酒干倘卖无 》 : “多
么熟悉的声音， 陪我多少年风和
雨， 从来不需要想起， 永远也不
会忘记……”

如今， 镇上的电影院早就改
建成了大酒店。 宝柱在一线城市
当影院经理， 他几次打电话邀我
去， 说， 来我的影院， 给你最好
的位置， 不用再躲在墙外听了。

其实， 我更喜欢呆在家里 ，
陪着母亲， 一起在电脑上看老电
影。 母亲看， 我听。 当那些刻骨
铭心又熟悉无比的声音回荡在我
耳朵里时， 那些蛰伏的岁月霎时
间鲜活如初。

真想穿越回从前， 和宝柱一
起蹲在电影院墙外， 看着月光下
他的脸上眼泪和鼻涕交融， 听墙
壁里面那些还未曾老去的声音。

□曹春雷 文/图

听 电 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