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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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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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明明

■每日连载

听了楚中天的打工汇报， 呼
维民下决心要解决裕翔公司的工
会问题。 他带着工会干部每天在
裕翔公司门口散发 《工会维权口
袋书 》， 看上去就像是卖报的 ，
又像是街头散发小广告的。 他们
的行动吸引了上班的工人注意，
不时有人从他们手中接了 《工会
维权口袋书 》 装进自己的口袋
里， 下班以后翻翻看看， 指指点
点， 议论纷纷。

两个星期以后， 大约有近百
名职工表示， 有意愿参加工会，
呼维民给他们发放了入会登记
表。 在一天下班之后， 租了城关
小学的教室当作会场， 举行了裕
翔公司工会成立大会。 开会时，
呼 维 民 发 现 到 会 的 人 员 只 有
三 十 六名 ， 比起填了入会登记
表的人少了许多， 比起发出去的
《工会维权口袋书》 更是不到十
分之一。 原先准备开会时， 订的
是小学礼堂， 看到人这么少， 临
时改为了教室 。 呼维民心中暗
想， 这工会工作还真不容易， 看
现在这个样子， 倒有几分像是在
做地下工作。

会员大会经过选举程序， 选
举 装 配 工 段 工 长 秦 敢 为 工 会
主席。

呼维民在会议程序结束后发
表讲话说： “工友同志们， 裕翔
公司工会今天就算正式成立了，

今 天 各 位 就 是 我 们 工 会 的 第
一 批 骨干 。 我不想说太多的大
道理， 只想对大家说， 工会是我
们工人自己的组织， 是为工人说
话办事的， 参加工会是我们工人
不可剥夺的权利 。 工会成立以
后， 我们就有了自己的组织， 工
友 们 今 后 在 工 作 中 生 活 中 遇
到什么难处， 都可向工会说说，
工会也将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大
家 。 今天 ， 我们的工作刚刚起
步， 就像是我们今天的会场， 是
一个小学教室。 但是我们相信，
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 我们的工
作会越来越好， 我们的队伍会越
来越壮大， 逐步地变成中学、 大
学、 硕士、 博士， 我们的事业会
越来越发展， 我们的目标一定会
达到！”

秦敢， 是秦五一的小儿子，
秦勤的弟弟。

他原来是江山机械厂装配车
间的工人 ， 下岗之后四处打零
工 。 他 的 专 长 是 装 配 弹 药 ，
到 了 社会上没有用武之地 。 今
年夏天 ， 楚中天在呼维民动员
下， 潜入到裕翔公司打工， 了解
企 业 内 幕 。 秦 五 一 知 道 呼 维
民急着要在裕翔公司成立工会，
就 动 员 在 超 市 当 保 安 的 秦 敢
到 裕 翔公司去工作 ， 帮呼维民
一把。 秦五一和秦勤都说， 呼主
席对咱一家帮助不小， 楚国庆的

病， 楚中天的上学， 都是市总工
会办的， 咱们也要有良心。 你进
厂去， 然后参加工会， 这不仅是
呼主席的工作， 也是为全厂的工
人 兄 弟 好 ， 咱 们 江 山 厂 还 有
上 百 名工友在那里打工呢 ， 他
们的难处， 也需要有人来出头帮
一把。

秦敢听了父亲和姐姐的劝
说， 就在楚中天开学离厂之后，
跟着招工进了工厂。 进厂之后 ，
他被分到装配线上当了一名装配
工， 好在装配生产线和他过去的
专业有一定的相通之处， 他干得
还算是得心应手， 工作量远超一
般工人。 时间不长， 就被提拔成
了工长。

这次呼维民带着工会干部在
厂门口发放宣传手册， 他就主动
接头， 表示愿意挑头出来， 为工
会工作 。 呼维民一看 ， 正中下
怀， 说裕翔公司总算也有咱们的
人了 ， 私营企业工会工作不好
做， 你会很辛苦。 秦敢说， 尽管
我没有做过工会， 我们全家都是
工会干部， 虽说没有吃过猪肉，
但是天天在看猪跑， 放心吧， 我
一定干出个样子来。

（连载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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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 从
我有记忆的时候， 村子里就有两
口吃水井。 这两口井一口井深，
安装了辘轳， 在村子的北边； 一
口井浅， 没有辘轳， 在村子的西
边 ， 而我家就在村子的西边居
住。 自然就吃那口没有辘轳的井
水了。

家 里 有 担 杖 、 水 桶 、 井
绳 、 水 缸 这 些常 备 的 吃 水 用
具 。 每天天不亮 ， 就听到叮叮
当当的声音， 那是赶早的人们到
井上挑水， 把家里的水缸挑满 ，
然后出工， 这样不至于人多了到
井上等候。

到井上拔水、 挑水是一项累
活， 一桶水要从八九米深的井里
汲上来， 两桶水近百斤重， 颤悠
颤悠地要走三百多米 ， 才能到
家。 没有力气是不行的。

小时候干不了这样的活， 只
有父母哥姐们操持 。 后来长大
了， 记得第一次挑水的时候， 在
路上歇了两次， 肩膀都压肿了，
这才更觉得挑水吃的艰辛。

尤其是农忙的时节， 在毒辣
辣的太阳下割了一个中午的麦
子， 可是， 回到家中， 水缸里没
有水了， 腿已经像灌了铅， 不想
动弹 。 没有办法 ， 还得拾起担
杖， 无可奈何地去挑水。

那时候就想， 如果自己家里
有井 ， 不挑水吃了该多好 ！ 可
是， 这等同于痴人说梦， 谁能有

这个经济条件， 况且我家建在风
化石上， 连树都不长， 就更不用
说水了。 如果遇到干旱季节， 水
位下降， 那么吃水就成了困难。
这时， 生产队就组织人力， 进行
清淤深挖， 渡过难关。

挑 水 最 危 险 的 季 节 是 冬
季 ， 天气寒冷， 井台上结了冰，
人只能小心翼翼地站在上面汲
水。 有时候挑起水来， 刚刚迈步
就突然滑倒， 鞋子湿了， 水桶滚
出老远， 好好地水桶也被碰得里
出外进。

到了年除夕的下午就更热闹
了， 那时候农村有这样的风俗，
五马日之前是不能到井上挑水
的， 因此， 年除夕的下午必须担
够到五马日的用水。 挑水的人络
绎不绝， 以致到了最后， 井水都
犯浑了， 挑到家中只能等泥沙沉
淀了之后才能饮用。

1998年， 村里来了用机器在
风化石上打井的人， 我花了一千
多元钱， 在自己的院子里打了一
口直径30厘米的水井。 下了潜水
泵， 只要一开电闸， 汩汩的井水
就涌上来， 转眼的工夫就满了水
缸， 因为泉眼汪， 人畜吃水、 洗
衣浇菜都没问题， 大大节省了劳
动力， 从此告别了到井上挑水吃
的历史。

又过了10年， 国家实施 “村
村通” 工程， 其中一项就是通自
来水。 这又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情， 于是， 家家户户安装了自来
水， 而且直接把水龙头安到了厨
房、 洗手间里。 自来水不仅水质
好 ， 而且比吃井水更省事更便
捷， 农村人真正过上了城市人的
生活。

后来为了讲究饮用水的质
量， 保证身体健康， 我自己又安
装了家用净水器， 自来水通过净
水器过滤后再饮用， 这比直接饮
用自来水更安全。

2013年， 因为各家自己安装
的净水器容易坏，成本高，村里统
一安装了大型的净水机。这样，家
家户户花很少的钱就能喝到最健
康的净化水， 自来水只做洗衣浇
菜用。

前后四十年的时间 ， 吃水
的方式可谓日新月异 ， 从中可
以窥见社会的发展 ， 民生的变
化 ， 这都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福
祉， 让老百姓真正过上了越来越
好的日子。

吃水的变迁 □冯天军

□江志强 文/ 图

每逢端午， 阖家团圆之时，
爷爷总会给我们讲起抗战时期的
端午节。 同一个故事， 讲了一遍
又一遍， 一年又一年， 爷爷乐此
不疲。 虽然早已耳熟能详， 我却
洗耳恭听， 顶礼膜拜。 皆因爷爷
的故事里饱含着苦难、 希冀， 还
有梦。

1942年， 抗战进入最艰苦的
阶段。 我们所在的村子， 位于晋
冀豫三省交界处的深山里， 较为
隐蔽。 老村长德高望重， 又是进
步人士， 承担了护养八路军伤员
的任务 ， 仅有一百来户的小村
子， 很多农家都有指标。

我家住着两位伤员， 一位是
张连长， 一位是赵排长。 全家人
将两位伤员视为上宾， 想尽一切
办法改善他们的生活， 让他们的
伤好得快一些， 早日重返前线。

时值端午， 年轻的爷爷突发
奇想：应该包几个粽子，给八路军
同志过端午。只是，家里穷得揭不
开锅， 实现这个计划太难了。 然
而，爷爷与曾祖父、曾祖母经过一
夜的“谋划”，还是想出了招。

次日一早， 爷爷和奶奶背上
竹篓， 扛起锄头， 兵分两路进山
了。 中午时分， 采回了野菜、 苇
叶、 青花椒、 桑葚这些 “山货”。
全家齐动手， 开始包粽子。 爷爷
奶奶拿出了全部的 “家底” ———
两把黄豆， 半碗绿豆。 尽管食材
奇缺， 但包粽子的工序却毫不含
糊， 奶奶在豆中添加了鲜嫩的野

菜， 用来增色。 曾祖父将青花椒
掺入其中， 用来提味。 为了增加
口感， 曾祖母在粽子里添加了一
粒粒紫红的桑葚。 多年后， 爷爷
谈起当年的 “无米之粽”， 依然
感触多多： “那两个粽子， 是用
心包出来的啊！”

待到粽子煮好， 奶奶将它们
捧到了伤员面前。 捧着那绿油油
的粽子， 伤员们落泪了， 颤抖着
双手， 哽咽不止。 爷爷清楚地记
得当时的情景： 两位伤员坚决不
吃老乡辛苦包出来的粽子， 全家
人甚至苦苦相求， 嘴皮子都磨破
了， 他们就是不吃。 最终， 曾祖
父对他们发了脾气， 用烟袋锅使
劲敲着炕沿： “俺们啥都不图，
就图你们早点养好伤， 早点回到
队伍上去。 等打完了仗， 日子好
过了， 你们再来， 俺给你们包红
枣糯米粽子。”

含着热泪， 两位伤员吃下了
粽子， 吃下了全家人的心愿。

事实上， 不仅是我们家， 左
邻右舍都想尽一切办法， 在端午
节这天做出了形形色色的粽子，
给伤员们改善生活。 伤员们不约
而同将这粽子称作 “鱼水粽”。

岁岁端午， 今又端午， 爷爷
照例给我们讲起抗战时期的端
午。 老人家感慨万千地说： “时
代不一样了， 现在过端午节真幸
福啊， 啥样的粽子都能吃到， 但
我一辈子也忘不掉那两个连米都
没有的粽子。”

7766年年前前的的““鱼鱼水水粽粽””

本专栏持续征稿
欢迎您踊跃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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