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明我先行
礼让斑马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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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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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相册

老爷子这一躬 谢的是文明
□钟勇辉

招 手
□祝宝玉 文/图

我家住庄东头， 父母家住村
西头， 而我上班的学校只需出我
家院门， 上马路向东即可， 但我
每日早饭后却要从庄里绕一趟，
到父母家探望一次， 有时太忙，
便和他们招一下手， 算是向他们
问安了。

有一日清早便淅淅沥沥地下
着小雨， 我骑着电动车， 顶着雨
衣刚要出门， 妻对我说， 别去二
老家问安了， 庄里路不好， 老人
们能理解的。 我迟疑了一下， 但
还是决定去一趟。 庄里的路是一
条土路， 泥泞不堪， 当我跌跌撞
撞到达父母家门前时， 却发现父
亲母亲已经站在院门的廊檐下等
我呢。 母亲说， 玉儿啊， 下次这
样的天就别过来了。 我笑说， 没
啥。 母亲又叮咛我路上当心。 我
答应着离开了。 在路上， 我心想
如果我不去父母家， 他们二老肯
定还会站在那儿等我， 他们不见
我是不放心的， 而我， 也只有见
了他们才心安。

从那以后， 不管遇到什么事
儿， 我每天去上班的时候， 都要
路过父母家一趟。 有时二老倚在
门槛旁晒暖唠嗑， 有时二老佝偻
着腰在屋前的菜园里拾掇菜蔬，
有时他们便等在门口， 浑身上下
收拾得整整洁洁， 他们这是要去
赶集， 但为了等到我， 才推迟没
走 。 我走近时 ， 便和他们招招
手， 他们也会向我招手回应， 然
后各自忙活自己的事情。

久而久之， 这一形式成了我
们庄的一景。 邻居们在我父母跟
前好一阵子夸我， 又羡慕他们养
了一个好儿子。 我父母亲的脸上
则溢起幸福的笑容， 我想那是他
们最快乐的时光。

对我来说， 和父母招手有着
仪式般的意味， 只有完成了它，
我才能感到心中踏实， 这一天才
真正开始， 这一天的心情也似被
祝福了一半， 欢跃兴奋， 有了一
种明亮温暖的感觉。 其实， 父母
健在， 对于一个子女来说， 这何
尝不是最大的幸福呢。

父母含辛茹苦把我养育成
人， 虽然我并没有大的作为， 但
也能以一技之长养家糊口， 这对
于一个本就穷困的农家来说， 已
经是莫大的荣幸了。 而今， 他们
渐渐步入老境 ， 迈向生命的边
缘， 亲情对他们来说愈加珍贵，
而作为他们唯一的儿子俨然成为
他们生活的核心。 对外人来说，
那一个简单的招手并不算什么，
但是对我的父母来说， 那便是亲
情的问候、 是力量、 是温度， 支
撑他们把生命延续， 在风雨中温
暖他们羸弱的身心。

最近 ， 车辆在斑马线前礼
让老人 ， 老人脱帽鞠躬致谢 ，
这一幕引起全国各大媒体的广
泛关注。 暖心的画面， 让礼让
重回人们视线， 我们也不禁感
叹， 老爷子这一躬， 谢的不仅
是文明驾驶员， 更是文明。

其实 ， 相信这样的画面每
天都在上演。 斑马线上文明驾
驶员礼让行人之后， 人们或是
举手表示谢意， 或是微笑表示
感谢， 这一幅幅画面， 不仅仅
让人与人之间的温暖更加浓厚，
更为重要的是， 也彰显了新时
期文明对于人们社会生活的重
要意义。

时至今日 ， 作为东方文明
古国， 中国的发展赢得了世界
的赞许， 这其中， 也涉及精神
文明建设。

这些年 ， 慕名而来感受东
方古国文明、 文化的世界友人
与日俱增， 他们来到中国， 不
仅仅为了游历名山大川， 也是
要感受五千年文明所带来的社
会积淀， 文明有礼的的哥； 热
情洋溢的志愿者； 伸出援手的
社区大爷大妈……中华优秀的
传统美德， 借助他们， 展现在

世人面前， 通过他们， 传递给
更多的世界友人。

大国之礼 ， 重在延续 。 在
于文明， 用美德赢得世界赞许
的同时， 我们也能感受到， 近
年来， 在人们物质生活建设快
速发展的基础上， 精神领域的
丰富程度也逐年提升， 尤其在
社会文明氛围的打造上， 新颖
的活动， 越来越多参与的市民，
让文明， 让美德， 得到了社会
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在众多中
华美德之中， 礼让， 同样在这
些年， 被越来越多的人习惯和
延续。

斑马线上 ， 在人们礼让的
氛围中， 温暖就此洋溢， 感动
就此清晰。 一幕幕和谐的画面，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 当今的
人们 ， 对于文明 ， 对于礼让 ，
期待更多， 行动更多。 正因如
此， 也才有了上面的事例， 文
明驾驶员， 感动了老爷子； 老
爷子， 也感动了我们。 他们让

我们懂得， 今天， 礼让能够赢
得人们的尊重， 应当赢得人们
的尊重， 也一定会赢得越来越
多人的尊重。

但同时， 我们也要清晰地
认识到， 当前社会， 虽然大多
数人都能把礼让这一传统美德
发扬光大， 但是， 个别人对于
文明， 对于礼让， 付诸实际的
程度不够， 培育习惯的意识不
强。 因此， 也就有了种种让人
反思的现象， 车不让人， 人不
让车， 这样的争执， 这样的矛
盾 ， 依然存在 ， 对 于 这 部 分
人 ， 相 信 老 人 鞠 躬 这 件 事
儿 ， 应该给他们上了生动一课。

不同的行为， 不同的举动， 收
获的往往也有巨大反差， 是人
们的尊重、 谢意， 亦或是人们
的冷眼、 愤怒， 每个人， 都应
当认真思考。

总之， 为文明驾驶员鞠躬
的老爷子 ， 就是我们的代表 。
他不仅代表了广大市民， 更为
重要的是， 他也代表了我们对
于文明的期待， 对于文明的真
挚谢意。

我 们 相 信 ， 未 来 ， 在 广
大市民的行动和努力下， 这样
的画面会越来越多， 文明礼让
也一定能成为更多人的自觉和
习惯。

我我的的煤煤改改气气之之路路
□□张张洁洁羽羽 文文//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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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 投入煤改气已四月
有余， 从端坐办公室到行走于施
工现场； 从工程 “小白” 到从容
不迫地指出问题； 从为弄清煤改
气进展情况而一个名词一个名词
地请教， 到能迅速剥离出关键内
容形成简明扼要的会议纪要。 我
的煤改气之路既有获取新知识的
充实， 也有迎难而上的冲劲儿，
更有遥想蓝色火焰在千家万户中
燃起的憧憬。

仔细摊开23个立项， 跟随踏
勘跨越34条道路， 认真核对83个
计划完成村庄， 粗略统计待完成
的上千个手续， 当一串鲜活的数
字转化为手中条理明确的工作
时， 我不得不惊叹一个工程项目
的庞大体系。

同事们清晰的思路、 独到的
方法开始让我体会抽丝剥茧的快
乐。 他们教会我内引外连协同镇
村各方力量做通百姓工作； 他们
教会我使用软件绘制煤改气全景
图展示工程进展各个环节； 他们
教会我积极推进各委办局等协作
方的支持配合。 当精心设计的各
项工作进度统计表逐渐被100%
的数字填满时， 我知道， 这背后
是高质量的沟通、 科学的管理和
高效的运作， 也是我为之受益的
宝贵财富。

“熟人社会” 一词最早出现
在中国农村， 人们处理日常事务
往往依赖于熟悉的人和关系。 时
至今日， 当蜿蜒曲折的燃气管和
泛着银光的燃气表箱走进村民的
生活时， 带来的是不信任和不配
合， 这给我们这些走进熟人社会
的陌生人带来了不小困难。

当宣传员用我精心制作的
PPT进行煤改气常识宣讲而几次
被村民七嘴八舌的问题打断时，
我确实略感挫败。 而冷静分析后
发现， 熟悉的平谷话对村民而言
更亲切， 以问题引出宣讲内容更
易吸引注意力， 用村民熟悉的临
近村庄改后实例对比说明更易被
接受。

于是， 我们开始慢慢总结 ，
协助宣讲员一起搜集问题， 向专
业部室请教， 用村民最关心的问
题形成了 《致煤改气用户的一封
信》； 采访了已通气村庄的村民，
让平谷人讲述煤改气的感受； 深
入每一个村庄， 逐一答疑释惑。
当听到村民说 “明白了， 这是好
事， 我也给别人讲讲” 时， 我们
得到了最暖心的肯定。

今夏的北京， 温度达到了三
十九摄氏度， 我们随工程管理员
走村串镇， 检查现场施工质量；
穿越杂草丛生的树林， 查看管线

位置； 逐户沟通协调， 取得村民
理解。 用汗如雨下形容我们的状
态毫不过分； 用大面积红肿描述
被蚊虫叮咬后的状态也毫不夸
张； 用委屈受气表达沟通的困难
也毫不夸大。

对于我们而言， 这只是支援
过程中很偶然的一天， 而对于平
谷公司每一名工程管理员而言，
这却是他们最平常的一天。 黝黑
的肤色是长时间户外工作的代
价， 来自村镇、 施工单位、 设计

人员、 相关委办局的无数电话常
常让他们声音嘶哑。 煤改气更像
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每一个
身在其中的人都在以辛苦的付出
诠释着燃气人的精神。

烈日下一米一米查看着管
线， 暴雨中行进在泥泞的施工现
场……作为宣传工作者， 我曾经
无数次描绘过这样的场景， 无数
次感叹一线职工的不易。 面对煤
改气中的艰辛， 只有身在其中才
能深有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