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或许在你现在和曾经的工会工作中， 有无数个细节如
同过眼云烟， 但总会有一些小故事伴随着某些物件、 某
些人和某种符号在记忆中留了下来， 比如一次活动、 一
个日子、 一张照片……

■工会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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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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代芬

随着 “礼在北京 、 让出文
明” 专项行动持续推进， 在斑
马线前， 行人、 司机注重友善
的行为品质得到不断修炼和提
升。 尤其是认领爱心斑马线得
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 不仅
诸多党政机关 、 企事业单位 、
社会团体人员利用业余时间 ，
结合党建、 团建等活动， 认领
本单位 、 社区附近的示范路
口 ， 而且北京862条公交线司
机、 出租车行业、 滴滴司机及
志愿服务活动等加入 “爱心斑
马线 ”， 在全社会形成礼让斑
马线共识， 让文明出行传递正
能量， 让友善成风化人。

“开车讲礼让 、 出行守秩
序” 展现着良好文明素质， 体
现着帮扶互助友善风气 。 友
善， 就是对他人表达友好， 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
容 ， 也是社会基本的道德素
养、 人格修养、 心理养成。 北
京 “爱心斑马线” 把抽象的友
善修养化为具体的实践内容 ，

就是通过 “爱心斑马线 ”， 倡
导 “与人为善，善莫大焉”、“守
望相助， 出入相友” 的社会文
化，使首善之区的文明精华，焕
发出与时俱进的时代光彩。

其实， 汽车与行人出行的
文明和安全， 与人们的日常生
活息息相关， 关联着人们的生
命和健康。 在斑马线前， 多花
几分钟等待 ， 既是尊重生命 ，
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更让看
似陌生的人际关系， 有了更多
的温暖与善良。

开车自觉遵守交通规则 ，
不争道、 抢道、 占道， 遇到斑
马线减速停车礼让， 对老人过
马路多点耐心、 少点催促， 传
递的就是向善向美的文明温
度； 过马路走斑马线， 绿灯行
红灯停， 快步走不停留， 不在
斑马线嬉闹， 给礼让司机点个
赞， 就是对人友善的回敬， 有
利于我们社会形成浓郁的友善
品质。

“常怀友善之心的人 ， 是

对自己最好的养生 。” 作为出
行参与人， “爱心斑马线” 放
大友善还能带来心理愉悦感 。
北京城市道路纵横交错， 大小
路口星罗棋布， 斑马线前人多
车多、 路况复杂， 往往带来较
大心理压力。 骑行、 步行过马
路抢行， 如织车流的惊吓， 也
易造成内在气息不顺畅 。 因
此 ， 保持心情平和 ， 一团和
气， 唯有在斑马线前自觉礼让
守序 ， 才能达到 “恬淡虚无 ，
真气从之， 精神内守， 病安从
来 ” ， 让文明友善涵养身心 ，
从而获得更多的心理快乐。

“爱心斑马线 ” 让友善成
风化人。 如今， 斑马线上又有
了文明志愿者， 那醒目的礼让
手牌、 文明标语、 文明承诺书
更把路口的文明友善 “装点 ”
一新， 出行感受着正能量， 让
匆匆的脚步有了人人相助、 释
放和善的公共氛围。

斑马线演绎成 “爱心共同
体 ”， 擦去了人们互不相识的
冷漠和冷淡认知， 助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友善落实， 引
来点赞。

友善， 可以是过斑马线时
的一个表情、 眼神， 可以是一
次停车礼让和尊重， 这些文明
小举止却能汇成正能量， 让北
京得到更多和谐发展。

公婆站在一起， 就像说相声
的， 看着就有喜感： 爸， 一米八
多，气质儒雅，学者派头；妈不到
一米五， 相貌平平， 高小文凭。

爸是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
生， 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的高材
生， 毕业后分配到师专任教， 那
年他已经28岁 “高龄”。

爸谈起当年， 总要狠狠吸一
口烟 ， 再悠悠吐出 ， 烟雾缭绕
时， 爸说， 那个年代30岁还是光
棍一条， 压力堪比现在四十岁的
单身汉。

姑姑总看不惯妈， 更看不惯
爸， 常私下跟人聊： 俺哥个高人
帅， 年轻时笛子一吹， 全村的姑
娘都不安心干活了， 乌泱乌泱都
跑来听。 老支书早厌烦他了， 恢
复高考的政策刚出台， 就立马告
诉俺哥， 赶紧复习跃龙门去吧。
俺哥也争气， 头年就考上了， 他
是俺村第一位大学生呢。 嗨， 就
是年轻时找对象挑花了眼， 那么
多好姑娘不要， 单看上俺嫂子，
个矮人丑， 就图她是正式工。

公婆的婚姻， 说来话长， 听
姑姑说， 爸考大学前也曾和一位
姑娘互生情愫， 当然是爸吹笛子
吹来的， 俩人郎才女貌， 如果爸
不上大学， 或许他俩也能水到渠

成结婚生子， 无奈， 一纸大学入
取通知书， 斩断了刚刚萌芽的爱
情， 城乡差别在那个年代远比跨
越银河阻力大。

爸三十岁那年有人给他介绍
了一位姑娘 ， 俩人见面感觉不
错， 因工作单位相隔较远， 俩人
便书信往来， 奶奶爷爷给爸备好
了婚房， 就等儿媳过门， 但此时
爸却再也等不来那位姑娘的回
信 。 一打听才知 ， 姑娘移情别
恋， 和一位部队复员在工厂开车
的小伙子好上了。 那个年代，一
等人找军人， 穷教师也根本没法
和方向盘较劲。 爸失恋了。

奶奶着急， 吵爸： “你弟弟
都处对象了， 你不结婚， 他咋能
结婚呢， 他敢瞒着锅沿上炕？”

奶奶四处托人给爸介绍对
象， 有人给说了一个， 有正式工
作，年龄相当。 爸见面没相中，奶
奶说：“你弟媳条件可比咱家好，
若不赶紧给他俩办了喜事， 万一
女方变心了，你罪过就大了。 ”

一句话戳到了爸痛处， 就这
样爸娶了妈。 闪婚。

姑姑说 ， 挑来挑去早晚瞎
眼，爸这是自作自受！ 婚后，爸妈
战争不断， 妈又要上班又要带孩
子，自然脾气大，最后死拽着爸从

师专调回县城当了一名高中老
师。爸工作之余变身为奶爸，接送
孩子上学， 伺候孩子吃饭。

好不容易盼到孩子们都上了
大学， 熬到退休在家， 爸有了闲
便开始发展业余爱好， 小笛子又
吹了起来， 常有文艺团队邀爸去
演出； 爸还爱上了写诗， 做了某
文学网站的版主， 晚上十二点了
还坐在电脑前琢磨诗歌。

妈不再和爸吵， 她越来越沉
默， 有了厌世之心， 去医院一检
查， 确诊 “抑郁症”， 医生建议：
多陪伴、 多关心、 多交流， 亲情
和关爱是最好的良药。

爸收起了笛子 ， 关掉了电
脑， 每天守着妈， 妈去哪里， 他
便提着布兜跟到哪里， 布兜里有
水杯、 有零食， 爸像哄孩子般哄
着妈， 出门便拉着她的手， 净捡
妈爱听的话儿讲。 爸说， 他不敢
松妈的手 ， 怕一松手让她跑丢
了， 寻了短见。

后来， 妈的病好了， 爸还是
习惯出门拉着她的手， 爸说， 你
妈心眼儿小， 冷不丁不牵她的手
了，再胡心思犯病了，那就糟了。

外人见到他俩都羡慕这老两
口越老越恩爱， 年轻人感慨又相
信爱情了。

姑姑努嘴：哼，啥爱情，要说
有爱也是你妈单恋你爸， 自觉不
般配， 所以她才不自信， 疑神疑
鬼，年轻时用孩子拴住你爸，老了
用病拴住你爸。不过，你爸甘心被
她拴一辈子， 这都是自找的。

爸听到 此 话 ， 嘿 嘿 一 笑 ，
说 ， 她跟了我 ， 吵闹了大半辈
子， 也不易呀。

从年轻走到白了头， 拴在一
起打打斗斗过一辈子 ， 不离不
弃， 老了还能执手相看两不厌 ，
不管当初有没有爱情， 夕阳下这
一幕幕都让人感到温馨和羡慕。

■家庭相册

□马海霞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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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我先行
礼让斑马线

小人物 大精神
今年秋天， 我们这儿的雨水

特别多， 下个没完没了。 周一上
班时， 刚走到办公楼前就发现一
地积水， 没法儿下脚。 一个同事
嘟囔着： “肯定是排水管道又堵
住了， 真烦人！” 另一个同事拾
了几块砖头放在积水里， 大家踩
着砖头过去了。

过了一会儿 ， 我出门送资
料， 惊讶地发现积水变浅了， 虽
然雨还在下着。 我举目四望， 看
见下水道口那儿蹲着一个熟悉的
身影， 走近了一瞧， 是化验班的
姚师傅。 只见她一手拿着长柄铁
夹， 一手握着细铁棍， 用力疏通
着下水管。 她的脚边， 堆着一堆
用铁夹夹出来的烟盒、 塑料皮、
树枝和大团的头发。 虽然穿着雨
衣 ， 她的工作服还是湿了一大
片， 满脸不知是汗水还是雨水。
不时有污水溅到她的脸上， 她用
手抹一把， 继续埋头干活。 我心
头一热 ， 走过去问 ： “要帮忙
吗？” 她抬头一看， 说： “不用，
你送资料去吧， 别耽误了工作。”

走在雨中， 我联想起许多关
于姚师傅的事， 虽然都不算 “大
事”， 但很令人感动。

姚师傅是一名化验员， 也是
部门的工会小组长， 她最大的特
点就是 “闲不住”， 只要她一上
班， 就忙进忙出， 基本上不沾椅
子 。 用她自己的话说 ， 就是 ：
“我上的运行班， 隔三天才上一
次班， 所以每次上班都想多做些
事情。 再说， 我是工会小组长，
理应多操心。”

每次轮到姚师傅上班， 她总
是提前一到两个小时就到班组，
扫地、 烧开水、 抹桌子、 洗大家
的茶杯、 查看交接班记录、 检查
化验设备仪器 、 清点留样记录
……这些琐碎的准备工作全都做
好之后， 她便戴上安全帽， 拎着
取样桶去现场取样 。 有的化验
员， 遇到雨雪天气便不愿意跑很
远的路去取样， 就找各种借口，
领导也没办法。 姚师傅却始终都
是风雪无阻。 所以她做出的实验
结果数据， 领导特别放心。

班组的事情， 无论多小、 多
不起眼， 姚师傅都会放在心上，
认真做好。 比如， 班组为值夜班
的化验员准备了公用的被子， 但
时间长了大家嫌脏不愿意盖了，
只 有 姚 师 傅 利 用 工 余 时 间 把
被 子 拆洗干净 ； 遮挡天平 、 试
管架的丝绒布落了灰尘， 姚师傅
马上拿下来洗净晾干； 做实验用
的水泥， 每到快用完时， 姚师傅
就去筛新的 。 这可是个累活脏

活， 筛一会儿就腰酸背疼， 两臂
酸麻， 而且细小的水泥粉乱飞，
钻进头发、 眼睛、 鼻孔， 呛得人
打喷嚏， 大家都不愿意干， 姚师
傅便主动承担下来， 不打折扣地
完成。 有人说： “姚师傅， 这些
鸡毛蒜皮的小事， 做了， 也没人
在意 ， 马马虎虎对付过去就行
了。” 她却一脸认真地说： “工
作无小事。 再说， 我也不是做给
别人看的。”

姚师傅是部门的工会小组
长， 除了要完成本职工作， 还要
做许多工会方面的工作。 比如协
助分工会主席记录台账、 组织职
工活动； 协助女工委员开展 “姐
妹献爱心”、 “为困难女职工送
温暖” 系列活动等。 有一次， 快
到年底， 生产任务重， 厂工会号
召大家开展些帮助一线职工和特
种岗位职工洗工作服、 打扫包干
区之类的活动， 鼓舞士气。 有人
不乐意， 给姚师傅出主意： “这
种看不上眼的 ‘小’ 工作， 吃力
不讨好， 上面也不会太关注， 做
不做都无所谓， 你就在台账上写
‘已完成’ 不就行了吗？” 她坚决
不同意， 一个班组一个班组去动
员， 最终说服大家， 由她带头，
排好班次， 轮流上现场为一线职
工做好服务。 那阵子， 她牺牲了
很多休息时间， 跑了很多路， 也
听了很多 “爱表现”、 “想当劳
模” 之类的风言风语， 她淡然一
笑， 继续埋头干活。

这就是姚师傅， 一个普普通
通的 “小人物”， 但她 “事情不
嫌小 ， 件件都做好 ” 的工作精
神 ， 却是一种大精神 ， 让人敬
佩、 值得学习。

□赵闻迪 文文//图图

“爱心斑马线”让友善成风化人

拴拴 了了 一一 辈辈 子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