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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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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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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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多一些“礼让哥”多一些文明路
□殷立军

■图片故事

最近看到一篇报道 ： 武汉
608路1150号公交车 ， 有一名爱
笑又贴心的司机梁海斌。 他出一
趟车要过69条斑马线， 在斑马线
前约20米， 梁海斌就开始减速，
如有行人穿越， 他就会停车， 向
行人做手势， 示意行人通过。 不
仅如此， 他还详细记录每个路口
的特点、 人群类型， 礼让要点。
因此 ， 他被同事们亲切地称作
“礼让哥”。

现在在路上出行， 不管是车
辆还是行人 ， 觉得大家都有些
“赶时间”， 主要表现在车辆过马
路时， 黄灯亮了， 需要减速慢行
了， 多数司机反而会紧踩一脚油
门冲过去， 争取这一点点 “黄金
时间”； 对于行人， 在信号灯已
经变成红灯的情况下 ， 依然有
“行走匆匆” 的横穿马路人。

再看电视中的交通警示片 ，
多数都是车辆或行人抢行、 未按
信号灯出行造成的， 触目惊心，
让人看着都心里紧张。 其实， 概
括起来， 仅仅是我们小学就学习
过的一个词 ： 文明 ， 多一些文
明， 就多一些安全。

文明出行是件小事， 只要人
人礼让； 文明出行也是大事， 因
为一个礼让 ， 关系一车人的安
全 ， 更关系一路平安 。 “礼让
哥” 梁海斌的故事， 看似平凡而
普通， 却在普通中反映出文明出

行的本质内涵。
当礼让积少成多， 出一趟车

要过46个红绿灯， 69条斑马线，
一年礼让行人2.7万次 ， 再普通
的礼让也会变得不简单， 文明出
行离不开礼让 ， 也需要更多的
“礼让哥”。

文明出行不能光喊在嘴上 、
成为 “顺口溜”， 还要成为每个
人的自觉意识 。 礼让是一种风

尚， 还应成为一种责任。 我们倡
导文明出行， 不能仅限于斑马线

前减速、 停车让行， 而是要把礼
让出行贯穿到日常出行的每个细
节， 多些礼让意识， 少点 “赶时
间”、 “走捷径” 的意识， 才能
让礼让脚踏实地。

从小一点说， 文明出行可以
从做一个让行者开始， 多一点主
动让行， 做一个交通疏导者， 而
不是添堵者 ， 可以让道路更顺
畅、 出行更舒心。 礼让不仅是一
种责任担当， 还是对于他人的友
善， 多一些礼让谦和， 就会少一
分无序的拥挤。

其实文明出行， 人人都可以
做 “礼让哥”。 文明出行， 用礼
让谦和为自己的友善加分， 也为
自己的安全加分， 就能让我们的
城市更文明、 更畅通、 更舒适。
多一些 “礼让哥”， 就多一些文
明路。

■工友情怀

狼狼犹犹如如此此
□□葛葛会会渠渠 文文//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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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营房还有几十里， 吉普车
却突然熄火了， 怎么也发动不起
来了。

司机小李下去修车。 教导员
老吴摸出一支烟点着， 在车里落
寞地吸起来。 车子停在阿尔泰山
脚下的草原中， 早春的新疆寒风
习习， 远处山顶的积雪在夜色里
泛现惨白的光芒。 老吴裹紧大衣
依然觉得冷， 他骂了声鬼天气。
吉普车的灯亮着， 小李正打开车
前盖摸索着， 从他嘴里哈出的热
气迅即冻成束束雾柱， 在灯光的
照射下变幻着各种形状。 他俩从
师里开完会， 天黑了往回赶， 不
料车在半途出了故障。

烟还没吸完， 老吴和小李就
听见了几声低沉而雄浑的吼声。
在一望无垠 、 杳无人烟的大草
原， 在此刻的夜晚， 这种声音显
得特别惨烈和刺耳。 狼！ 老吴的
心咯噔一下， 一股寒气自心底窜
到脖子根。 他的判断在目光的巡
视中得到验证， 左前方不远处，
莹莹地闪着两点绿光。 还好， 只
有一只， 而不是一群。 老吴镇定
下来。 西伯利亚狼群素以凶猛著
称， 它们在草原上短距离奔跑的
速度绝不亚于吉普车。 别说车坏
了， 就算开着， 饥饿的狼群也能
追上来， 扑碎车窗， 然后咬断他
和小李的脖子。

那只狼的嚎叫并没停止， 反
而渐渐亢越。 不能犹豫了， 老吴
从车上跳下来， 再犹豫， 真要唤
来 狼 群 ， 明 天 战 友 们 就 只 能
在 吉 普车里捡他们沾有血腥味
的骨头了。 他走前几步， 在司机
小李惊慌的注视下， 扬起上了膛
的枪 ， 对准两点绿光扣动了扳
机。 那畜生 “哦” 的一声， 他又
开了几枪。 绿莹莹的光不再闪现
了， 惨烈的哀嚎没有了， 草原复

归于沉寂。
车终于修好了 。 小李突然

说 ， 教导员 ， 我还没吃过狼肉
呢， 我们把它运到营部宰了吧。

重新发动起来的车在那只已
经死去的狼身边停了下来。 车灯
下， 他们看清了它， 毛色灰暗，
皮囊精瘦 ， 血还在从枪眼往外
淌。 他们把狼抬起来， 却突然发
现它的腹下有东西在动。 天呐，
是两只毛茸茸的幼狼， 一只已被
子弹击毙， 另一只嘴正含着母狼
的乳头吮吸， 眼还不会睁。

教导员老吴是在酒席上向我
们讲述这个故事的。 他已从部队
转业， 成了我们单位的科长。 琐
碎的叙述中， 他的眼睛始终盯着
装饰精美的天花板。

我们都觉得老吴在吹牛。 故
事的疑点太多， 比如， 那只狼是

怎 么 落 单 的 ， 怎 么 会 那 么 巧
添 崽 子 ？ 明明来的是敌人 ， 还
嚎叫不止， 难道它怕自己的子女
被冻死， 恳求老吴和小李替它养
崽 ？ 几个女同事就故意逗老吴
说， 要是真的， 你说说狼肉是什
么味道？

当然没有吃， 老吴点燃一支
烟， 深吸了两口说。 我们把三只
狼都抱上车运回了营部， 那只没
死 的 幼 狼 最 终 因 缺 奶 和 寒 冷
没 能 熬过夜 。 第二天 ， 我们把
母狼和它的孩子埋在了一株白杨
旁， 很高的白杨树。 我到集镇上
买了三刀火纸对着白杨烧了。 我
是个唯物主义者， 老吴说， 可我
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表达我的愧
疚和哀悼。

我们都看见了老吴眼里噙着
的泪花。

个子不高， 走路轻快， 见面
总是笑眯眯的模样， 这是住一公
司经理办公室负责档案管理的廖
远给大家的印象。

生活中的他和蔼、 亲切， 大
家都称呼他 “廖哥”。 毕业至今，
廖远一直在看似平凡的岗位上默
默耕耘， 不论从事什么岗位， 他
一直服从安排， 认真负责。 他坚
信 “舞台上没有小角色”， 在平
凡岗位上一干就是20年。

他从1999年开始从事人力资
源工作， 负责为职工办理社保、
合同 、 工资 、 离退休等事宜 。
“职工利益无小事”， 廖哥始终把
握这一原则。 有时候为了社保金
额上的几块钱或者补缴手续， 去
政府部门来回咨询， 帮着同事打
听询问， 直到问题解决。 位于东
五环的朝阳区人力社保局和社保
中心是他的 “常驻” 地点， 办理
社保和离退休手续经常一等就是
一上午。 有时候上午办不完， 中
午就凑合吃点下午接着排队， 有
时候因为材料变更等原因， 好不
容易排到了又得回到公司重新准
备材料然后再去。 这样来来回回
“折腾” 对他来说已是家常便饭。
在住一公司工作的十年间， 经廖
远办理退休审批的老职工就有近
350人。

2016年底， 公司为了加强档
案管理， 调 “科班” 毕业的他负
责档案管理工作 。 廖远不讲条
件， 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从他熟
悉的岗位转到了经理办公室负责
档案管理 。 档案管理工作看似
“简单”， 实则千头万绪， 对企业
而言更是发展的重要基础， 是提
高企业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的必

要条件。
档案工作的性质决定了廖远

的工作是幕后的 ， 需要静得下
心， 耐得住性子。 因为是档案管
理专业毕业， 他对自己的工作要
求就更加严格。 大的档案盒资料
在400页左右， 有时需要一页页
整理顺序， 然后编码、 出目录，
一盒资料下来一两个小时很正
常， 若有编号不完整或者文件保
存不规范， 一盒资料甚至得花费
一上午时间去整理。 偶尔会有看
不见工作进度， 感受不到工作成
效的时候， 但每当有同事来借阅
资料， 他能在自己整理过的档案
室里及时准确地提供， 心里的成
就感就会满满的。

收集、 鉴别、 整理、 装订、
录入、 查阅、 借用……一盒又一
盒， 反反复复无限循环。 廖远安
心地在档案管理工作岗位上怀着
淡定无争的心态， 保持着满腔工
作热情 ， 把别人认为 “枯燥乏
味” 的档案工作干得有滋有味。
在公司的大力支持下， 经过一年
的努力， 对档案室硬件设施进行
了更新； 对档案管理制度进行了
修订完善， 进一步明确了档案收
集范围， 确保公司基础档案资料
齐全 ； 优化 了 档 案 管 理 等 流
程 ， 实现 5分钟检索档案资料
的成果 。 廖远默默无闻的辛苦
付出也得到了领导和广大职工的
肯定和赞誉。

诗人泰戈尔曾说： “果的事
业是珍贵的 ， 花的事业是甜美
的， 就让我们干叶的事业吧， 因
为叶总是谦逊地垂着她们的绿荫
的！” 无论在哪个岗位， 廖远就
像一片平凡的绿叶， 立足本职，
为企业默默绽放着最美的光彩。

绿 叶 人 生
□母春梅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