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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连载

呼维民问：“这个学生是哪个
学校的？ 找他们老师去做工作。 ”

齐北梁说： “是江山中学高
三 （一） 班学生， 名叫楚中天，
他们老师劝过他了， 但他说， 宁
可不要捐助也不愿上台亮相， 不
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人现眼。”

“哦，” 听了这句话， 呼维民
心中一动， 若有所思。

呼维民的思维急速运转， 好
像在和端木正的讲话抢时间， 在
端木正讲话即将结束的时候， 呼
维民心里有了主意。

端木正讲话完毕， 呼维民走
到话筒前说： “刚才， 端木正副
书记代表市委、 市政府做了非常
重要的讲话， 我们下一步要认真
落实讲话精神， 把金秋助学的品
牌进一步做强做大。 现在， 我们
决定立行立改， 贯彻落实中央和
省市有关精简会议的精神， 原来
议程中的上台领取捐助金， 由分
三批改为一批， 其余由各校老师
在会后代为发放。”

在进行曲中， 十名学生鱼贯
上台， 各界领导们把一束鲜花和
一个硕大的红色信封发到学生手
中， 信封上显眼地印着学生姓名
和助学金额， 五千元、 三千元、
两千元不等。

由于有一名学生没有上台 ，

本该发给他的那个信封正好在令
行止手里，无人领取。受助学生转
过身来面向台下合影之时， 令行
止手捧着无人认领的红色信封，
站在那里进退失据，左右为难，看
上去像一个手足无措的贫困学
生。 他的脸色当时就十分难看。

呼维民接着说 ： “按照议
程， 下一项内容是受助学生代表
发言致谢， 我们一并精简， 直接
进入最后一个议程， 请副市长令
行止同志讲话。”

令行止本来没有想到这么快
要他讲话 ， 听到呼维民宣布之
后， 手忙脚乱地把那个大红信封
交给身边的工作人员， 从上衣口
袋里掏出讲话稿， 一本正经地念
了起来：

“刚才， 市委副书记端木正
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 指出了金
秋助学活动的重大意义。 受助同
学在发言中表达了对党和政府的
感恩之情……”

讲到这里令行止才意识到 ，
受助学生发言这一环节已经被省
略掉了， 而预先写好的讲稿却没
有改 。 这一来令行止更不高兴
了， 他说： “为了更好地贯彻呼
维民主席精简会议的精神， 我也
长话短说。” 说完把讲稿索性翻
过好几页， 直接念道：

“金秋助学活动是工会的品
牌， 也是一项社会事业 ， 要积
极动员企事业单位、 民营私营
企业家开展爱心捐助活动， 夯实
金秋助学活动持续发展的坚实基
础。 例如， 北梁广鑫矿业集团公
司董事长白广发先生， 为本次助
学活动慷慨解囊， 值得我们学习
和尊敬。”

听到广鑫矿业的名字 ， 呼
维 民 轻 轻 皱 了 下 眉 头 。 市 总
工会为他准备的讲话稿里没有
这一段话， 显然是令行止自己加
进去的。 更难堪的是， 广鑫矿业
承诺的这一笔捐助， 至今还没有
到账。

令行止接着说： “寒门出贵
子， 逆境出英才， 希望今天受到
资助的同学们树立远大抱负， 坚
定理想信念 ， 以只争朝夕的精
神， 发奋读书， 刻苦学习， 早日
成才， 回报社会。”

三句并作两句念， 令行止匆
匆结束了讲话。

呼维民宣布， 北梁市总工会
“金秋助学” 活动启动仪式到此
结束。 （连载4）

这里有劳动关系的曲折故事， 这里有工会工作的形象解读， 这里
有工会干部的炽热情怀……这是一部可以当工会教程读的小说———

人民利益
———工会主席的维权故事

陪陪在在你你身身边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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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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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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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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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姐名叫杨凤英， 是机修车
间的工会主席。 她从上世纪70年
代起到退休止， 在工会主席的位
置上工作了30年。 30年， 却很少
有人知道她的名字， 杨姐， 成了
她的昵称！ 为什么？ 她和工友连
着心。

那是在一个初冬， 车间一位
刚来的工友媳妇生孩子， 杨姐听
说了趁着工休日跑到离厂有10里
地的新厂家属区看望。 那时这条
路线还没有公共汽车， 本来就体
弱的她还提着一篮子鸡蛋， 鸡蛋
是她用自己微薄的工资买的。 当
她走到那位小工友家， 放下鸡蛋
的瞬间， 小工友徐风感动得几乎
掉下泪来。 他眼前的杨姐一脸汗
水 ， 还有几缕头发沾到了额角
上， 穿着厚厚防寒衣的后背已湿
透了 ： “杨姐 ， 这么远你咋来
了？ 看把你累的， 快点休息休息
吧！” 杨姐说： “听说你爱人生
孩子， 也没什么准备， 买点鸡蛋
算是下奶了， 也算祝贺吧！” 小
徐说：“我刚来，认识您才几天，您
来了我已经感激不尽了， 几百号
人的大车间忙得您团团转， 好不
容易有个星期天还大老远跑到我
这儿， 又带了礼物， 让我该怎样
感谢您呀。” 小徐说完， 赶紧跑
到厨房， 准备给杨姐做碗面。

杨姐止住了他 ： “我还有
事， 一村有位老工友老伴病了，
等着我去联系职工医院。 现在正
是流感时期， 老人又有些体弱，
我得赶紧走， 免得误事。” 她转
身想走， 想了想又返回来告诉小
徐媳妇： “多吃些流食， 天冷了
注意保暖。 女人生孩子是一关，
弄不好着凉会留下病根， 小徐是
男同志不一定照顾得周到， 自己
一定注意。” 转头见身后的小徐
还有些犹犹豫豫， 觉出小徐还有
事让她帮忙， 杨凤英站住了脚 ，
“有事就说呗！” 小徐摸摸脑袋：
我媳妇的户口还没调来， 孩子的
户口上不了。 杨姐听了说声： 不

急，这事我明白，只要你的户口在
这儿孩子就能落下户， 明儿我去
趟家属区找委主任， 等证明开好
了你再去派出所落户。 小徐激动
得直点头，一个劲说：谢谢杨姐！

等杨姐从新厂又走到一村那
位老工友家里已经快到中午了。
那位老工友急得正在屋里转磨，
见杨姐来了， 焦急的脸上像开了
朵菊花 。 杨姐说 ， 家有自行车
吗， 赶紧把老人抱上自行车， 你
扶着， 我推车去医院。

到职工医院的时候， 内科外
头堆满了人， 杨姐跑前跑后， 拿
着通知单， 又跑住院部， 办完手
续扶着老人进了病房， 直到老人
打上吊瓶， 服上药缓过气来， 她
才离开 。 这时已经是下午一时
了， 她这天还口米没打牙。

想到明天上班还有好多事儿
要办， 她拐个弯又去找委主任，
咨询小徐孩子落户的事儿。 到家
的瞬间她高兴又疲惫。 高兴的是
为工友做了点事，心里亮堂；疲惫
的是一天了没吃饭，肚子、身子都
有些力不从心。 可她觉得自己这
个工会主席的脚踏进了工友的行
列， 陪在他们身边， 始终在他们
最需要的地方出现， 心里热乎。

说出来别人可能有点不相
信， 40多年来我与外婆仅见过四
次面， 而且每次都是来去匆匆 ，
对于她的故事， 我大多是从别人
的口中听来的。

外婆家在邻省 ， 路途的遥
远， 交通的不便， 让我们彼此少
有往来。 第一次与外婆相见是在
我出生之时， 襁褓之中的我没有
片刻记忆， 所以真正意义上的第
一次相见， 应该是我4岁时随母
亲去探亲。 外婆已经44岁， 但一
头乌黑的短发被发卡整齐地归拢
在耳后， 直挺的身板套一件洗得
失色的蓝布衣襟， 大嗓门， 尽显
干练麻利。 每天七张嘴要吃饭，
这让外婆忙进忙出， 没有片刻闲
暇。 上午稀饭下午干饭， 让不谙
世事的我经常喊饿， 闹着要吃馒
头。 看我闹腾， 外婆总是无奈地
叹气， 好像亏欠了我似的。 那一
个黄昏， 看到外婆从县城买煤归
来， 我高兴地迎上前。 顾不上擦
额头汗水的外婆， 从身后的背篓

里， 小心翼翼地取出用纸包裹了
好几层的油饼。虽然只有三个，但
是那散发着葱花香的白面油饼，
黄亮诱人， 就连一旁长我三岁的
小舅舅也馋得直流口水。 直到多
年后， 我才知道， 为了给我买饼
吃， 外婆省下车费， 背着近百斤
煤走了二十多里路， 回的家。

人生无常 ， 我怎么也没想
到， 第二次见到外婆竟然是16年
后父亲的去世。 背着一个大编织
袋的外婆是在黄昏时赶进了我们
家， 而父亲于当晚便去世了。 父
亲英年而去， 撇下三个未成人的
孩子， 让和母亲有着共同遭遇的
外婆哭得肝肠寸断。 命运悲苦，
但生活还得继续。 待了半个月，
要回家的外婆对我说， 作为长子
你要挑起家庭重担。 在后来的日
子中， 我才从小舅那听说， 外公
去世后， 族里几个舅公想逼走外
婆， 处处找茬刁难， 但外婆硬是
咬牙坚持， 终于将两个舅舅和小
姨抚养成人。 为了盖房子， 外婆

自己制作泥胚、 烧砖， 四万多砖
瓦硬是她一块块制作而成……

没有辜负外婆期望的我， 在
12年后， 借出差之机去看外婆。
舅舅们终年在外打工， 已经70多
岁的外婆独自住在自己亲手盖起
的房子里。 原来的三间平房， 也
如外婆一样尽显苍老。 外婆的卧
室， 狭小的仅放了一张床和一台
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 因为阴暗
潮湿， 部分墙皮已经脱落。 看着
外婆简陋的生活起居， 我将身上
所有的钱都要给她。外婆拒绝了，
悄悄告诉我，不用担心她的生活。
她还存有一柜稻谷和几百元钱，
即使两年不收种，也够吃用。

第四次见外婆已是2015年的
春节， 我陪着母亲去看已经搬进
楼房的外婆。 就在大家正在为晚
饭忙碌时， 外婆卧室里的电视机
突然爆炸， 屋子一片狼藉。 当第
二天我们赶去外婆家时， 只见寒
风中， 外婆正在门外搓洗一大盆
衣被， 而整个屋子都已被打扫干
净。 我们问她屋顶那么高， 怎么
清理的， 她说板凳搭在桌子上，
慢慢爬上去扫。 看着因为工作原
因要走的我们， 一直刚强的外婆
禁不住落泪， 她说她还没给我们
做一顿饭吃， 还不知此生是否能
再相见， 她将她收藏的山核桃、
腌制的腊肉、 灌制的香肠不停地
往我们包里塞……

远山重隔， 让我对于外婆的
境况都是从别人那里了解到。 为
了不给儿女们添麻烦， 80多岁的
外婆还是坚持一个人独自住在乡
下 。 那一份刚强而又平淡的背
后， 是经历了人生大风大浪之后
的坦然从容和乐观。

■■家家庭庭相相册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