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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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幸福的真谛就在于奋斗

■工友情怀

丁丁老老头头的的外外交交
单位调来一位姓丁的老头

儿， 人长得太着急， 五十六岁的
年龄活活长了一张古稀的脸。 他
刚来就自我解嘲说， 他年轻时就
长得老成 ， 少年时便得了绰号
“丁老头”。 此话不胫而走， 刚来
单位没几天， 这个接地气的绰号
缩短了 “老新人” 的陌生感， 丁
老头亮相成功。

丁老头不愧是老江湖， 他家
离单位较远， 有时加班他就住单
位宿舍， 他常从家里带些肉干香
肠之类的硬菜， 留宿单位时便邀
单位值班的小领导们和他同吃，
丁老头说话幽默， 又能喝点儿小
酒， 不久便和单位那群小领导混
熟。 丁老头的晚饭外交让他深得
小领导阶层喜欢， 都称赞： 老丁
这人不错！

我那年刚参加工作不久， 最
讨厌阿谀奉承， 巴结讨好上级这
套， 老丁自然被我划入不受欢迎
的人。

我们单位的年轻人都不喜欢
老丁， 他几次邀请我们一同吃饭
都被我们委婉拒绝。 老丁邀请不
成， 便改变了策略： 老丁老家农
村， 做笤帚的技术顶呱呱， 他从
家里带了一捆笤帚 ， 分发给我
们———大中小 ， 扫地的 、 扫炕
的、 刷锅的全套配备齐全。 拿人
家的手短， 我们念叨老丁的次数
也渐渐多了起来。

那年， 我和老丁一起调入了
销售科 ， 有顾客装了货 ， 称重
后， 却发现钱没带够， 这事儿简
单， 有多少钱拉多少货， 我话音
还没落地， 老丁便从裤兜里掏出

一摞钱 ， 问 ， 差多少 ， 我这里
有 。 这老丁 ， 仨月工资都揣兜
里 ， 一千多元在那时是个大数
目， 替顾客补了货款， 欠条都不
让打一个。 趁顾客车未出大门，
我吼老丁： “赶紧让他打个欠条
呀， 还要记下他的身份证或驾驶
证上的信息， 以防他赖账。” 老
丁摆手说： “不用。”

“你就那么笃定他会还？” 我
追问。

老丁嘿嘿一笑： “没事的。”
“万一不还呢？” “出门一日

难 ， 我帮他救急 ， 他肯定会还
的， 如果不还， 那也没办法， 不
过这样的人极少。” 老丁就是这
么自信。

老丁当了一辈子会计， 家里
的财务归他管， 他的裤兜永远沉
甸甸的 ， 那是他家全部的零花
钱。 那些年， 老丁的裤兜成了顾

客的资金周转站， 货款不够了，
老丁肯定边掏口袋边说： “差多
少， 我有。”

老丁的裤兜外交暖化了不少
顾客的心， 带来了很多回头客，
他们都说， 老丁， 好人呐！

我离开单位十几年了， 老丁
现在也变成货真价实的丁老头
了。 多年未见老丁， 但他送我的
笤帚尚在为我服务， 老妈说， 家
里的笤帚存货十年也用不完呢，
这都是老丁当年送我的。

老丁的情商着实了得， 和领
导、 同事、 顾客都处得妥妥的，
这就是老丁的高明之处吧。 老丁
嘿嘿一乐， 笑答： “啥情商， 不
过是懂得换位思考罢了， 如果咱
是领导， 是不是希望下属对咱要
尊重有礼貌； 同事之间像家人朋
友一样常来常往； 咱去外单位办
事也希望人家急咱所急。”

□马海霞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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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故事

我是你一生的拐杖
□杨保川 文/图

有的男人是高山、 是大海、
是雄性的太阳， 而有的男人只是
一根普通的树杈儿 ， 平实 、 平
常、 平淡， 那弯曲的脊背， 却坚
强地支撑起整个家庭 ， 涉过泥
泞、 坎坷和风雨……

俗话说： 夫妻本是同林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 然而， 在北京
城建却有这样一名普通的中年职
工， 他像一根普通拐杖， 支撑着
身患重症、 丧失说话和生活自理
能力的妻子， 为我们敲击出一曲
感天动地的夫妻情话……

在北京丰台区有一个叫三倾
地的地方， 在那儿有一个城建大
院。 在大院的8号楼五层上， 有
一条窄而长的公用走廊， 串联着
10多户人家， 故事就从这条走廊
上开始了……

十多年了， 无论是静寂的黎
明， 还是在喧闹的傍晚； 无论是
风霜还是雨雪， 在这条普通的长
廊上， 总会固定地传来一阵奇怪
的 “咚哒 ” ———“咚哒 ” ———的
脚步声 ， 由远而近 ， 又由近而
远， 一年365天从未间断过， 伴
随着 “咚哒” 沉缓的脚步声， 只
见一个朴实、 憨厚的中年人搀扶
着一个病恹恹、 摇摇晃晃的女人
在一步一拐地 “散步”。 那男人
弓着腰， 一只粗壮的大手托住女
人的腋窝， 另一只手提托着女人
麻木的小腿肚子， 一步三摇沉缓
地走着。

而那个口歪眼斜已不会说话
的女人， 口水四溢， 每走一步，
男人就直起腰， 为女人小心翼翼
地擦抹着口水 。 然后 ， 再弓下
腰， 搬动女人的小腿， 就这样周
而复始地在那条狭长的走廊里奇
怪地 “散步”， 一步， 两步， 一
天， 两天……偶尔， 被病痛折磨
的女人忍住呻吟， 也会向身旁搀
扶着她的男人， 傻傻地笑笑， 可
她再也不会去用声音和语言来表
达了。

大院里的人都管这条普通的
走廊称为： “爱心廊”、 “双人
廊”、 “夫妻廊”。

时光倒流回十多年前， 电工
钟昌福与同是江西于都大山里的
姑娘丁萍波结为秦晋之好， 小日
子过得平淡、充实，虽说是两地分
居，小丁没工作，但一儿一女活泼
可爱，生活紧巴，却其乐融融。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 日子到
了1999年， 不幸降临到了这个普
通的城建家庭。

这年2月 ， 平素照顾儿女 、
丈 夫 生 活 起 居 的 丁 萍 波 突 发
脑 血 管畸形住进了天坛医院 。

2001年才勉强出院， 出院后的妻
子丁萍波成了一个比植物人强一
点的 “废” 人。 她不能坐， 不能
站， 不会说话， 丧失了生活自理
能力。

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 钟昌
福的生活完全被打乱了。 自从妻
子病倒后， 粗手大脚的钟昌福不
仅学会了洗衣做饭、 缝缝补补，
承担起了全部的家务劳动 。 而
且， 做完家务后， 钟昌福还得坐
在妻子的床边， 像照顾婴儿一样
地给妻子一口一口地喂饭喂药、
接屎擦尿、 洗身、 按摩……他一
边井井有条地做着这一切， 一边
为意识清醒的妻子讲笑话、 讲故
事、 讲家中的安排打算。 他一遍
遍向病妻深情地说： “萍波， 放
心吧， 你一定会重新站起来的！”

俗话说： 久病床前无孝子，
何况是夫妻呢？ 可钟昌福却十几
年如一日无微不至地照顾病中
的妻子。

一个人的痛苦 ， 两个人分
担， 那么就剩下半个痛苦。 也许
是钟昌福的爱心和真诚感动了上
苍， 妻子丁萍波的病情渐渐地有
所好转。 虽然她依旧不会说话，
但在钟昌福的精心护理和每日的
按摩下， 丁萍波渐渐地在别人搀
扶下坐了起来， 并会一点点地挪
动腿脚了。 于是就有了走廊里夫
妻奇特的 “散步” 情景。

在北京三倾地有一座城建大
院 ， 在楼道里有一条普通的走
廊， 在走廊里有一对夫妻在 “咚
哒” 地散步……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年
新年贺词中说 ： “幸福都是
奋斗出来的。” 这铿锵有力的
话语既平实质朴 ， 饱含人民
情怀 ， 又催人奋进 ， 激荡光
荣与梦想 ， 点燃了亿万人民
在新时代奋发向前的激情 。
由红旗出版社出版的黄明哲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 一
书 ， 围绕什么是幸福 ， 什么
是高质量的幸福、 幸福之基、
幸福之根 、 幸福之魂 、 幸福
之源等问题进行阐释 ， 并给
人民如何通过奋斗获取自身
的幸福指明了实践路径和有
效方法， 以获取持续的幸福，
实现美好人生。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
作者以锐利的目光 ， 深邃的
洞察 ， 细腻的体验写出了对
幸福种种的独特感悟 ； 探讨
了追求幸福的路径 、 方法 ；
告诉读者幸福不会从天降 ，
人间万事靠奋斗 ； 以及在这
个伟大的时代里 ， 对国家社
会而言 ， 奋斗是推动时代前
进的动力； 对个人家庭而言，
奋斗是实现自身成长的阶梯，
是获得幸福的精神力量和行
动指南。

幸福 ， 字典里有定义 ，
是指生活 、 境遇称心如意 。
但由于人的经历 、 追求和社
会地位的 不 同 ， 对 幸 福 的
理 解 和 追 求 必然千差万别 。
那么 ， 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幸
福呢 ？ 在书中 ， 黄明哲解释
了它的广阔含义。 幸福是我
们 每 个 人 对 美 好 生 活 的热
切向往 ， 它是一种源自内心
的感受， 非外部条件所决定。
人人向往幸福 ， 人人追求幸
福 。 以往 ， 是为吃饱穿暖 ，
过上小康生活 。 而如今我们
昂首进入新时代 ， 应当有与
之匹配的社会心态 ， 对幸福
的向 往 和 追 求 也 有 更 高 的
境界 。 自由是幸福、 健康是
幸福 、 工作是幸福 ， 父母健
在是幸福、 儿女孝顺是幸福。
我们珍惜拥有的一切 ， 享受

当下的幸福 。 对于领导干部
来说， 幸福是知识渊博 、 情
趣雅致的精神富足； 幸福是
秉公用权、 心系百姓的责任
情怀 ； 幸福是坚定理想、 与
时俱进的崇高追求。

天道酬勤 ， 通往幸福的
阶梯需要依靠不懈的奋斗一
级一级去攀登 。 阅读 《幸福
都是奋斗出来的 》 这本书 ，
我们完全可以从中领略到 ，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梦想，
离不开奋斗去支撑、 去实现。

著名作家屠格涅夫曾经
说过 ： “你想成为幸福的人
吗 ？ 但愿你首先学会吃得起
苦。”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幸
福的真谛就在于奋斗 ， 只有
奋 斗 才 能 成 就 更 美 好 的 明
天 ， 只有奋斗才能实现更好
的自己。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钟芳———读黄明哲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