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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明明

■每日连载

辛孟远站在操作台前， 机械
地开动打磨机， 对公司的主要产
品 之 一 ， 韩 金 成 赖 以 成 名 的
保 健 锅进行最后一道工序 ： 打
磨抛光。

在他的手里， 灰暗的铝锅变
得亮可鉴人， 在他的脚下， 一片
铝 合 金 的 粉 尘 在 堆 积 ， 随 着
人 员 走动和空气流通 ， 在车间
里弥漫。

这样的环境已经不止一天
了。 很久以前， 秦敢在这里工作
的时候， 操作台的上方是有粉尘
超标报警装置的， 三天两头就会
响起警报， 流水线也会自动停下
来。 后来老板嫌影响生产， 把那
个自动报警装置给拆除了， 秦敢
为此提出意见， 老板索性连他也
给开除了。

拆除了设备、 开除了秦敢之
后， 流水线再也没有停过， 生产
效率比过去提高了不少。 只是 ，
车间里的粉尘越来越大， 经常是
一个上午， 就能堆积一个硬币的
厚度。 在这个车间工作的每个人
身上全是 “粉妆玉砌”， 看上去
就像个兵马俑。

有时候， 工厂里也会来检查
的， 都是县里市里的劳动安全监
察部门， 每到来人的时候， 车间
主任就会让他们把生产线停下
来 ， 检查的人从来没有进过车
间， 甚至连车间外面早已满得溢

出来的集尘袋也视若无睹。 辛孟
远不止一次地看见， 车间主任和
老板韩金成， 与检查人员亲热地
拍着肩膀。

他抬手看了看腕上的电子
表 ， 再干一个小时就可以下班
了。 而且， 干完这个班以后， 他
再也不来这里了。

又 一 个 铝 锅 从 线 上 传 过
来 ， 辛孟远机械地接过， 开动
抛光机， 噗的一声， 一股粉尘飘
过， 透过口罩， 钻进他的肺里，
他似乎能够感受到铝粉在他的肺
叶里飘荡。 就冲这环境， 也不能
再干了。

时间距离下班还有五分钟。
辛孟远直起腰来， 看看周围的工
友， 粉尘弥漫中， 影影绰绰的 ，
看得不甚分明。

突然， 他眼前一暗。
停电了 ， 生产线也就停了

下来。
辛孟远拿着最后一只锅， 嘟

囔着说： “最后一件活， 还不让
好好地干完。”

他的工位离电源总开关最
近， 他走几步， 打开电源箱， 果
然， 是保险跳闸了。

他想也没想 ， 就伸手去合
电闸。

“轰” 地一声， 眼前火光一
闪。 他眼前最后的景象， 是被炸
得飞起来的一口口铝锅， 银光闪

闪的， 像一个个圆圆的句号。
———粉尘爆炸！
抛光生产线产生大量铝粉，

遇到电火花发生了爆炸， 车间里
集聚的铝粉又形成铝热效应， 更
是放大了爆炸的后果。 整个车间
当时就成了一片火海。

秦敢得到消息， 放下手里的
活 ， 组 织 工 会 干 部 带 着 企 业
员 工 参与扑救明火 。 他在车间
的角落里找到了辛孟远， 已经没
有了呼吸。

这次爆炸中， 有七十七名工
人遇难。

韩金成在得知消息的第一时
间， 选择了跑路。 跑到香港， 再
也没有回来。

这一声轰响 ， 惊动了国务
院 ，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总局下
令， 在全国举一反三， 开展安全
生产大检查。

第二天， 市人大通过决定，
撤销白广发人大代表资格。 紧接
着， 白广被依法逮捕。

案件调查逐步深入， 白广发
和韩金成的罪行被揭露， 令行止
的问题也被牵了出来 ， 先被双
规， 后被移交司法机关。

（连载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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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振涛 文/ 图

2015年， 由于公司外拓市场
急需技术骨干， 肖江云一家三口
从北京来到了春城昆明。 这里四
季如春， 风景秀丽， 然而到达项
目部后， 迎接他们的却是新的挑
战和从未遇到过的困难。 2015年
至2016年是项目部组建之年， 也
是争得业主认可的关键之年， 在
公司总部的帮助下从零做起， 到
目前已成为制度完整、 机构健全
的项目部。 肖江云一家三口见证
了项目部的成长， 有辛酸， 也有
快乐。

2017年初， 项目部确定了全
年工作思路， 打造制度化的管理
机制 ， 各项管理制度都需要完
善、 修订。 白天肖江云忙于各种
工作， 只有晚上回家后， 才能静
下心来仔细思考。 修订制度的过
程中， 两口子经常因为一些观点
上的分歧发生争吵， 宝宝就会眨
巴着小眼睛怯怯地说： “爸爸妈
妈你们不要再吵了， 你们吵架我
会害怕的。”

看着儿子眼泪汪汪的样子，
他俩总能立刻发现自身的问题，
也能理解对方的意见和出发点。
在互相理解和包容的基础上， 找
到问题的平衡点， 很多生活上的
问题也因为宝宝迎刃而解。 只要
心中想着家， 爱着家， 任何矛盾
都能从谅解、 包容的角度出发，
任何问题也都能顺利解决。

幸福需要两人一起经营和维
护。2017年7月，炼油厂开工运行，
装置闲置时间长， 问题也多， 肖
江云的老公经常接到厂里的工作
任务， 不分时间地点， 立刻出发
赶赴现场。 面对老公的一次次深
夜外出， 肖江云除了无奈以外，
担心的还是他的安全， 忍不住祈
祷： “路上别蹿出什么野猫野狗
的， 炼油厂装置里别有什么没清

理完的螺丝铁棍……” 所有的担
心期盼都在心里， 告诉老公的只
有： “别着急， 开车慢点儿， 别
着急回来， 太晚就在厂里睡。”

肖江云从事后勤管理， 要为
每一位职工做好服务， 员工招聘
上岗、 食宿安排、 劳动合同、 社
保及意外险等 ， 一样都不能懈
怠， 每项工作都要认真细致， 不
能有任何马虎。

职工需要肖江云的帮助， 需
要肖江云的答疑解惑， 也需要得
到最大利益 。 他们每天都要去
现 场 施 工 ， 白天没有时间找肖
江云， 只有下了班、 吃饭时才有
时间。 肖江云总是耐心解答他们
的各种问题， 推迟自己的吃饭时
间， 很多时候等她能吃饭了， 食
堂也都锁门了。

2017年9月， 宝宝上小学了。
这里的小学放学时间早， 而肖江
云住的小区又比较小， 没有托管
代接机构， 只能靠他们自己。 开
学第一天， 肖江云就指导孩子怎
样过马路， 看完红绿灯， 还得看
车辆。 孩子认真学习、 执行， 每
到绿灯要亮时， 就摆出要飞过马
路的架势 。 肖江云假装生气地
说： “你还没看车辆， 只关注红
绿灯了， 是不对的。” 而后又教
孩子用钥匙开门， 自己回到家立
刻锁上门， 不准动电、 动热水，
回家只能写作业……

开学不到一个月， 孩子就可
以自己放学回家了， 用实际行动
支持两口子的工作。

家是心灵的港湾， 是幸福的
源泉。 肖江云一家不仅生活上互
相关心，工作上更是相互帮扶。有
过意见相悖，也有过争吵，但每当
回到家，一家三口坐着一起吃饭，
一起探讨孩子的学习和进步，两
口子就觉得再苦再累都值了。

我我们们在在 就就是是家家

炊烟， 多么熟悉的字眼， 炊
烟袅袅， 多么有诗意的画面， 它
曾 是 农 耕 时 代 的 符 号 ， 是 热
汤 热 饭的温暖 ， 是疲惫跋涉中
的希望。

儿时的印象中， 最温暖的画
面就是背着书包回家， 远远地看
见自家厨房有炊烟升起， 未进家
门， 就闻到了饭菜的清香。 跑到
家中， 把书包一丢， 就可以吃到
母亲做的香喷喷的饭菜了。 那时
候吃的每一口饭， 喝的每一口水
都带着燎烟味， 烟熏火燎成为小
时候最深刻的记忆。 也正是一缕
缕炊烟在无声无息的盘旋氤氲
中， 打发着我们的一日三餐， 在
四季轮回中， 把一个个土孩子壮
大成人

柴草是炊烟的源头。 记得小
时候的秋冬季节， 放学后， 总要
漫山遍野地捡拾那枯萎的黄蒿、
青麻、 树上掉下来的枯枝。 大风
刮了一夜的早晨， 起个大早去占
地盘， 搂树叶子， 庄稼的茎秆也
要一点不落地运到家中， 柴草是
那个年代农人唯一的燃料。 没有
柴草就做不成熟饭， 没有柴草就
不能取暖， 所以那个时候， 人人
都敬畏柴草， 柴垛就成了农家人
的一道风景 。 甚至女孩子找对
象， 男方家柴垛的大小也成了一
个标准。

有一次， 母亲要上坡， 拾掇
了一锅地瓜让我在家煮， 我拉着

风箱 ， 续着柴火 ， 因为配合不
好， 柴火又潮湿， 几次灭了火，
于是再点燃， 甚至单腿跪地， 用
嘴 吹 燃 那 星 星 之 火 ， 眼 睛 被
呛 得 流泪 。 中午母亲回来的时
候， 我成了一个大花脸， 母亲一
边笑着一边夸赞我能烧火了， 那
是我第一次烧火， 第一次近距离
品尝烟火的味道。 可是， 由于烧
火断断续续， 时间太长， 地锅都
煮木僵了。

记忆中 ， 不知多少个日子
里 ， 母亲从坡里回来 ， 不管多
累， 还要一头扎进饭屋， 一把柴
火一把汗水地把饭做熟， 端到桌
上， 供给着我们一家人的三餐饮
食 ， 她付出的辛劳 ， 炊烟最清
楚； 她身上的烟火味道， 儿女们
最喜欢闻！

后来读书离开了老家， 有了
工作， 在外的日子里， 炊烟的模
样时时在脑海里盘旋， 偶尔回到
家中， 第一件事就是帮母亲到饭
屋里做饭 ， 帮忙给土灶里添柴
禾。 看着红红的火舌舔着黑黑的
锅底， 看着炊烟在厨房上飘荡，
感觉那是乡村特有的画面， 也感
觉格外幸福。 吃着母亲用柴火做
的饭菜， 格外香甜， 炊烟成了浓
浓的乡愁。

上世纪90年代初， 我给母亲
买了液化气， 还是电子打火的，
可是母亲不舍得用， 只有来客人
了炒菜用用， 其它的时候依然用

柴火做饭。 后来， 生活好了， 厨
房里又用上了电磁炉、 电水壶，
做 饭 的 锅 子 不 再 是 大 铁 锅 和
钢 精 锅 ， 而是电炒锅和电压力
锅。 近几年新农村建设， 乡村振
兴 战 略 的 实 施 ， 柴 垛 也 消 失
的 得 无 影无踪 ， 柴草做饭成了
过去式， 农村还安装了节能的沼
气灶， 既干净又划算， 最重要的
是还特别环保。 厨房里真的 “闹
革命” 了。

去年， 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引领下， 国家加大了
保护环境的力度， 不仅治理企业
燃烧煤炭造成的污染， 在农村，
冬天取暖也实行了煤改电、 煤改
气， 这样不仅节约了能源， 还没
有了环境的污染。

再见了， 炊烟， 再见了， 最
温暖的记忆符号。 心中难免有些
酸涩 ， 但更多的是欣慰 ， 我知
道， 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这是
社会进步的标志。

再见了，炊烟 □冯天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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