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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连载

呼维民的第一站， 就是到秦
五 一 家 里 去 看 望 楚 国 庆 。 不
知 道 怎么 ， 走在路上 ， 呼维民
总感觉潜意识里， 有什么地方觉
得不踏实。

来到秦五一家门口， 呼维民
发觉有几分不对劲。 家门开着，
悄无人声， 进门一看， 楚国庆的
轮椅倒在客厅里， 人却不见了踪
影 。 呼维民暗叫不好 ， 喊道 ：
“快去找人！” 顷刻， 就听到齐北
梁在卫生间里惊呼， 呼维民冲进
去一看， 楚国庆用透析输液的管
子把自己吊在了卫生间的水管下
面， 真不知他以半身不遂之躯，
费了多大的劲， 才爬到这里把自
己吊上去的。

“ 楚 国 庆 ， 你 这 是 干 什
么？！” 呼维民冲过去一把将楚国
庆揽住， 众人七手八脚把绳子解
开， 把他抬到外屋。

幸好由于他力气不足， 也因
为输液软管有一定的弹性， 楚国
庆并没有断气 。 他喘了几口气
后， 睁开了眼， 见到呼维民， 嘴
里口齿不清地 “呵呵” 几声， 眼
里涌出了泪水。

呼维民说 ： “兄弟 ， 对不
起， 我们来晚了……”

这时听到消息的秦五一也回
来了， 对楚国庆说： “千条路万
条路， 你最不该走的就是这条绝

路啊！ 我和你媳妇身子骨还好好
的， 我们活一天就养你一天。 再
说， 我们家刚出了个大学生， 好
日子还在后头呢。”

呼维民说： “我们工会开展
的职工大病医疗互助活动， 就是
针对你们家的这种情况。 你的情
况我们早已了解过了， 虽然你们
单位没有参保， 但我们工会已经
按特殊情况审批， 把你纳入参保
范围， 现在， 我们给你送补助金
来了。”

齐北梁掏出一职工医疗互助
专用信封递过去， 信封的下面印
着这样的一行字： “尊敬的楚国
庆同志 ， 您获得 36036元补助 ，
这是1001位职工汇聚的爱心， 祝
您身体健康， 家庭幸福。”

秦五一说 ： “真的没有想
到， 上次你们来家里的时候， 我
还以为就是说说而已， 起不了什
么作用， 没想到你们真的说到做
到了。 现在的工会还真管用！”

正在这时， 秦勤从厂里匆匆
赶回来了， 进门后没有和呼维民
打招呼也没有理会他父亲， 而是
直接冲到楚国庆面前， 劈头就是
一记耳光， 恨恨地骂道： “我们
当年在劳模会上相识， 我敬你是
条汉子才跟了你， 现在看我真是
瞎了眼！ 活不出个人样， 你还有
脸去死？”

呼维民急忙拦住， 秦勤的眼
泪在眼眶里打转。 秦五一招呼他
们坐下， 呼维民说： “安慰的话
我也不想说了 。 我想告诉你的
是， 有我在———有我们工会在 ，
就不会让你一家———不会让任何
一家困难职工过不下去。”

秦勤说： “上次你来， 给我
们家送温暖， 这次又送来了医疗
补助， 我们家十分感谢工会。 不
过， 比我们更困难的家庭还有很
多， 我父亲当过工会主席， 我现
在还兼任着车间工会主席， 会不
会让工友认为我是在利用关系搞
特殊？”

齐北梁说： “秦姐， 你这话
不对。 只要职工有困难， 我们工
会就要帮助， 你们家是职工不？
有困难不？ 我们该帮不？”

呼维民说： “我们肯定不会
搞特殊， 但也不会把真正困难的
职工漏下。 现在我想劝你的是 ，
国庆， 千万要听我一句话， 再不
能干那样的蠢事了！”

楚国庆点点头 。 秦勤说 ：
“呼主席， 我记住了， 一定让他
好好地活下去， 死都不怕， 还怕
活吗？” （连载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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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娘借钱 □王会敏 文/图

那年大姐出嫁， 家里穷， 没
钱买嫁妆。 娘过意不去， 让我陪
她 去 姑 姥 姥 家 借 钱 ， 白 天 娘
要 忙 农活 ， 赶黑才腾出空 。 平
常最怕走黑路的娘不知道从哪儿
来了这么大的勇气， 她找了一根
粗木棍， 拉着我的手， 朝姑姥姥
家走去。

刚下过雨的小路 ， 泥泞不
堪， 脚上踩满了泥巴， 足有几斤
来重， 噗嗤脚下踩到水洼， 差点
摔个跟头。 我打了个趔趄， 吓得
哇哇大哭。 娘用发抖的手给我壮
胆 ， 搂住我安慰 ： “娘在 ， 别
怕， 娘专打妖魔鬼怪。”

五里多地的路， 足足走了五
小时， 姑姥姥家的门虚掩着， 娘
将门推开， 径直朝屋里走去。 眼
前那盏煤油灯冒着黑烟， 闪着微
弱的光， 姑姥姥低头掰着棉花。
见我娘进来， 让了个座儿， 继续
低头掰棉花。 娘坐下来搭把手，
故意讨好姑姥姥： “别看我家丫
头手小， 掰棉花可快了 。” 我被
娘 拽 在 旁 边 ， 也 帮 姑 姥 姥 掰
棉花。

太困了， 不知不觉趴在娘腿

上睡着了。 娘始终没好意思说明
来意， 却被姑姥姥识破， 姑姥姥
从口袋里摸了半天 ， 摸出十块
钱， 递到娘手上： “现在日子过
得拮据， 家里就这点积蓄， 你先
拿去用。” 娘接过钱， 千恩万谢。

等唤醒我， 已经三更天了，
为了不耽误明天干活， 娘匆匆地
拉着我往家的方向赶， 周围黑洞
洞的， 多远都看不到一丝光， 只
有乌鸦在枝头叫得很吓人， 娘为
了 转 移 我 的 注 意 力 ， 故 意 将
那 根 棍子拍击着地 ， 制造点动
静， 好为自己提胆儿。 风来， 满
地 的 秸 秆 响 声 很 大 ， 娘 的 手
心冒着冷汗。 棍子的声音再大，
也没掩盖住周围的动静， 娘抱住
我， 心疼地哭了。 那一夜， 又困
又累又怕， 我和娘不知道怎么回
到家的。

大姐出嫁的那天 ， 她没想

到 娘 会 给 她 嫁 妆 ， 因 为 家 里
兄妹多， 她不想带头让娘作难。
临走的时候 ， 娘从柜子里拿出
给 大 姐 买的花布 ： “孩子 ， 多
少是娘的心。” 大姐哭得稀里哗
啦， 因为出嫁， 有娘的疼爱， 也
因为有份像样的嫁妆。 我急忙补
充： “花布的钱 ， 是我和娘走
黑 道 去 姑姥姥家借的 ， 五更天
才回来。”

后来， 日子渐渐好了， 我陪
娘去姑姥姥家还钱。 同是走的黑
路， 可是路好走了好多， 娘再也
没有像以前那样胆小。 推开姑姥
姥家那扇小木门， 娘将钱双手递
过去 ， 握住姑姥姥的手连声道
谢 。 回家的路上 ， 娘给我讲 ：
“困难时候， 别人帮一把， 要一
辈子记在心上。”

那年， 娘费力地借到钱， 让
姐风光出嫁 ， 算是了了娘的心
愿 。 如今这件事虽然过去许多
年， 但在我心里， 那晚陪着娘去
借钱的辛酸， 娘说过的话， 仍历
历在目。 我不会忘记娘教我的 ：
“一定要记着苦难时帮扶过自己
的人。”

我老家在山区的一个小镇，
由于地处偏僻， 到上世纪70年代
末， 镇上还没有电， 天色暗下来
后， 镇上漆黑一片、 死气沉沉。

1980年 ， 镇里建起了发电
厂， 供电时间是冬春晚6点到10
点、 夏秋晚8点到12点。 虽每天
只有短短的4个小时， 但老百姓
终于告别了煤油灯、 蜡烛照明的
时代。

出于距离与电压的原因， 发
电厂建在镇中心， 向四周辐射出
电线。 每到天黑， 发电机巨大的
轰鸣声传遍全镇， 在距电厂近百
米处都能感觉到地面的微微震
颤。 在电厂墙外有几家住户， 石
头垒砌的房墙禁不住长期震动，
石块渐渐松动、 墙皮脱落， 面临
坍塌之危。 住户们找电厂理论，
电厂也觉自己确有责任， 就为他
们重新建起砖瓦房 ， 这些住户
“因祸得福”， 成了小镇最先住上
砖房的人家。

虽有电了， 但住户每间屋子
只许安一个灯头， 白炽灯限在30
瓦以内， 电厂按灯头收电费。 电
厂的 “查电员” 每晚巡视， 他们
根据窗口的亮度就知道灯泡是否
超标 ， 屡次被发现 “点大泡 ”
的， 查电员会一钳子剪断这家住
户檐下的电线 ， 那时不讲究罚
款， “点大泡” 的最高处罚是停
电1个月。

那时， 老百姓家没有任何电
器， 哪家买了电子管收音机， 不
亚于如今买了 “奔驰” “宝马”
般令人羡慕， 一台收音机也按一
个灯泡收电费。

记得有一年冬天， 我们这一

片几十户人家的电灯， 不知为何
每到7点多钟就暗下来， 30瓦的
还不如15瓦的亮。 后来终于查出
原因： 有户人家弄来个2000瓦的
电炉子， 一点上附近几十户的灯
泡立即发暗。 查电员从入户电杆
处掐断了他家的电线， 没收了电
炉子， 并拎到各户 “警示”， 真
让人难以相信， 一个盘着细弹簧
的圆盘竟如此耗电。

晚上不论学习 、 开会 、 做
活， 总有人提醒： 快点儿， 该停
电了！ 那时， “该停电了” 几乎
像个 “怪兽” 一样撵在每个人的
身后。

直到1988年才从县里排过来
水泥杆、 架起高压线， 镇上也建
起了变电所。 通电那天， 小镇比
过 年 还 热 闹 ， 街 上 悬 起 两 条
巨 大 的标语 ： 电灯长明万家灯
火齐颂党恩、 发展生产振兴经济
实现四化。

如今 ， 电是国计民生的必
须， 没有电简直是无法想象的，
每忆起当年没电的日子， 真不知
是怎么过来的， 而有了电却点一
个30瓦灯泡的夜晚， 也是枯燥单
调， 寂寞难耐。 如今， 望着眼前
明亮缤纷的万家灯火， 数不胜数
的 家 用 电 器 ， 让 人 倍 感 改 革
开 放 四十年发生的翻天覆地变
化， 电给生活带来的便捷、 快乐
和幸福。

关于电的记忆
□周铁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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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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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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