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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明明

■每日连载

呼维民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
情况，企业工会主席为职工维权，
自己却被企业解聘了。

他把工会领导班子召集起来
开会， 他说：“今天我们只研究一
个议题， 我们工会干部维护职工
的权益， 谁来维护我们工会干部
的权益？ ”齐北梁说：“这家企业太
不像话了。我就不信治不了他，我
们发动职工，和他干！ ”

副主席钟余华说：“如果我们
发动职工停工，那就先输了理了。
我的意见是， 去找市委市政府反
映， 一定要我们的工会主席堂堂
正正地回去上班。 ”

法律工作部长魏功全说：“我
建议由市总工会出面， 到法院提
起诉讼。 ”

呼维民说：“这些都对， 但都
需要时间。眼下的问题是，我们工
会， 能够给因为维权而受到打击
报复的工会主席做点什么？ ”

齐北梁说：“我估计， 呼主席
您早有主意了，说出来听听吧！ ”

呼维民说：“这种情况， 在我
市不是个别现象，而且可以相信，
随着经济的发展， 劳动关系矛盾
增多， 工会干部和企业主之间的
冲突不可避免。 这些企业工会主
席多是兼职，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

的，一旦失业就生活困难。我的意
见是， 我们需要一个机制来维护
工会干部的权益。我建议，设立一
个工会主席维权保护基金， 专门
用于工会干部的权益保障。 如果
工会干部因为给职工维权被企业
老板打击报复， 可以从我们的基
金中给他提供支持。 ”

大家说，这是个好主意！
说干就干。经过调研和准备，

北梁市总工会发出 《关于建立工
会干部权益保障金的通知》。

《通知》中规定，为贯彻落实
《工会法》， 维护工会干部的合法
权益， 解除工会干部在维护职工
合法权益活动中的后顾之忧，充
分调动工会干部的积极性， 增强
工会组织的凝聚力， 市总工会决
定建立工会干部维权保障金。

保障对象和范围是， 为维护
职工合法权益而遭受不公正待遇
的县市总工会和企业工会干部。
保障条件和支付标准是， 工会干
部因依法履行工会职责， 维护职
工合法权益， 被停薪或解除劳动
合同的， 每月为其提供相当于本
人在岗工资数额的保障金， 直至
问题得到解决。

两周以后， 第一笔保障金发
到了秦敢手上。

呼维民对秦敢说：“你为维护
职工权益，我们为你维护权益。从
今天起，虽然你不是企业的人了，
但还是我们工会的人。 从今天开
始，我们工会负责为你找工作，在
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之前， 工会
为你发放生活补助金！ 我们绝不
能让我们的工会干部， 为职工维
权出力流汗甚至流血之后， 还要
为不公正的待遇而流泪。 ”

秦敢激动地说：“呼主席，冲
您这句话，工会事业我是干定了，
即使我找不到工作， 就去当一个
专职的工会工作者！ ”

呼维民说：“毕竟权益保障金
只能解决救急的问题，你的工作，
我们也正在考虑之中， 我们现在
正在推广在开发区和工业园区成
立工会联合会， 对工会组织实行
‘双措并举，二次覆盖’，如果你同
意的话， 我想聘请你当象城县工
业园区的工会联合会主席。 ”

秦敢更加激动了 ， 他说 ：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别说现在，
如果还有来生， 我还要做一名工
会主席！” （连载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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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春， 我在一家外贸公
司上班后不久， 作为外销员和翻
译，“带领” 公司潘书记等出国推
销。 那阵，我正筹划着婚事，为买
彩电发愁。潘书记宽慰我：“小刘，
你可赶到了点子上啦！ 我们出国
有项‘待遇’，那就是每天发几美
元的零花钱，还有理发费。我们再
把交通费省省， 估计回来后你买
台彩电够了。 ”

那次出国推销为期半个月。
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 我们住
的按核定标准的酒店， 其它方面
能省则省，尽量坐地铁，大多数时
候在酒店里吃泡面， 小费用随身
所带的小礼品所代替。这样下来，
我们回国后核算， 平均每个人得
到二百多美元的“私款”。 一下飞
机，在北京一家旅馆安顿好，带着
满怀的期待， 我们兴冲冲赶往出
国人员服务部。

那时国门初开， 公务出境还
十分稀罕， 但全国所有的出境人
集中在一处购买免税家电， 就显
得“人山人海”。根据有关规定，我
们这才知道， 每人每次出境可以
购买三样“大件”，但标价却让人
望而却步： 一台洋彩电得二百五
十美元或以上。见我面呈难色，潘

书记把我叫到一边， 悄悄地说：
“小刘，我把美元匀点给你吧！ 结
婚是大事， 弄台进口大彩电可以
装门面。来日方长嘛！我们这些老
家伙要多支持年轻人。 ”我问他咋
办？总不能出趟国啥也不带吧？潘
书记大度一笑：“放心， 老伴好打
发。我买台洗衣机回家，她也许更
高兴。如有结余，再买点一次性的
打火机、剃须刀、丝巾等打发亲戚
朋友啊！ ”

那一刻， 我们十分羡慕出国
搞经济合作和驻外人员， 他们手
里的外币一叠叠的， 因为在境外
呆的时间长， 零花钱比我们这些
临时出国的充裕， 他们能任性地
买足出国免税家电指标。

记得当时排了好几次队，先
审核购买资格， 再在另一个窗口
“核销 ”指标 ，接着开票 ，最后发
货。人们的商品意识渐浓，有偿服
务挺配套，有人兜售盒饭，有人帮
忙安排托运， 往包装纸箱上加了
几道塑料打包带，一次就收十元。

结婚时， 我把那台进口彩电
摆在客厅里最显眼的位置， 委实
撑足了面子。改革开放伊始，物质
供应仍十分匮乏， 人们对进口的
家电趋之若鹜， 普通人家有台彩

电就很不错了。
后来，作为业务骨干，我相继

出了几次国， 用省下来的生活费
给潘书记买了台免税的进口冰
箱，还了他当年“融资之举”的情。
我陆续把家里各种家电都配齐，
率先进入小康之家。

随着国家的开放力度不断加
大，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家电不
仅品种多，而且更具科技含量。想
啥时买，在网上就可以下单，送货
到家。 没有亲历当年购买家电的
窘境， 是难以体会到我们生活中
发生的巨变的。

这些往事带着几分苦涩和庆
幸。 但愿， 百姓能享受更多的福
祉， 有更多的获得感， 幸福溢满
心间。

买家电 □刘卫

□唐雅冰 文/ 图

十年前年关， 父亲违背要给
我过生日的誓言， 没有等到大年
三十儿便独自悄然离去， 把自己
种进了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与
他的父亲、 他父亲的父亲……在
另一个世界团聚，守着大山、守着
更替的日月， 只把无尽的思念与
后悔留给了我。

记忆里， 严父慈母绝对是对
我爸妈的最佳写照。 父亲在乡上
工作，平时回家的时候不多，对我
们四兄妹虽然从来没有打骂过，
可我们都怕他，他一瞪眼，不怒自
威， 我们兄妹便只有乖乖地各自
没事找事做， 帮着妈妈推磨、扫
地、劈柴、喂猪……

我是家里的幺女， 也是最顽
劣的一个。听妈妈说，我出生在大
年三十的傍晚， 已经有了三个孩
子的爸爸高兴得不许家里人给我
洗三，说是担心冷着了他的幺女，
结果让我落下皮肤痒的毛病，用
了许多的民间偏方，没少受苦，直
到十岁才慢慢好起来。 皇帝爱长
子，百姓爱幺儿，加上我儿时身体
不是很好， 五岁蛔虫钻胆差点丢
了小命， 我得到的疼爱自然要多
一些。

在那个小山村， 我如山上那
成片的节节草，野蛮地生长着，常
常惹事，给爸妈添了许多麻烦。

我曾经以炭为笔把自编的顺
口溜写满了二伯家的土墙， 甚至
用刀片把新竹上挨个刻上字，造
成当年被我刻字的竹子全成了没
用的尿罐竹。 我曾爬上村里保管
室的房梁， 放开手洋洋得意地表
演走独木桥， 结果一脚踩滑掉下
来摔了个半死；上树掏鸟窝、下河
摸鱼虾……慢慢地， 父亲对我严
厉起来， 我挨的批评也就成了家
里最多的。

儿时，我很喜欢看书，常常偷
偷溜到幺爷爷家的藏书楼上一呆
就是半天。 父亲却从来没有主动
给我买过书， 甚至到现在我都没
有弄明白，当年父亲订阅的《故事
大王》《红领巾》《书法导报》 到底
是给谁订的。 每次邮电局那位叔
叔对我说：“小眼镜， 你爸爸的书
到了，你带回去。 ”我便会欢天喜

地地拿着新书在外面磨蹭半天，
直到一口气看完才若无其事地带
回家交给父亲， 他也从来不问我
看不看，接过去就放在书桌上。我
便偷偷地看了一遍又一遍， 再原
封不动地放回去。

上初中时，我迷上了写作，天
天为赋新词强说愁， 学校板报上
每期都有我的诗歌， 全校作文比
赛，我捧走了唯一的特等奖。当我
把奖状奖品带回家后， 原本以为
可以得到表扬的我得到的却是父
亲一句话：“莫搞空事， 要把心思
全部用到学习上， 考不上学今后
你还能干嘛……”

倔强的我依然经常写， 只是
再也没有把作文拿回家给他看。
上中师时，我开始发表文章，当地
市报上常常有我的豆腐块， 因此
被推选为学校文学社社长， 这些
我都没有告诉过父亲。 一个假期
回家，我无意中拉开父亲的抽屉，
发现一叠码放得整整齐齐的报
纸，随手一翻，每张报纸上都有我
的文章。 父亲竟然把有我文章的
报纸都一张不漏地收集了起来，
他却什么也没有对我说。 我也装
作什么也不知道， 把报纸又放了
回去。

那一年，倔强的父亲病了，住
进了医院。一次，上完班匆匆赶到
病房的我听见父亲正对病房里的
另一个病人说 ：“我幺女最能干
了，大学文凭拿了两个，发表了很
多文章，还得了很多奖，文章写得
好、书也教得好……”站在门口，
第一次听见他对我的表扬， 还是
背着我， 看着他被病魔折磨得消
瘦的臂膀，我忍不住泪雨滂沱。转
身擦掉眼泪， 我装作若无其事地
走进去，他一见我，立即转移了话
题，絮絮叨叨让我认真工作，好好
照顾孩子。

在彼此心中， 父亲是我唯一
的皇帝，我是他最宠的公主，遗憾
我们都不懂得如何表达爱， 都把
爱深深地埋在了心底。

儿时不懂严父心， 懂时方悔
为时迟。而今每到逢年过节，我都
只能隔世离空在心底问一声：爸，
您在老家还好吗？

烂烂在在肚肚子子里里的的祝祝福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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