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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明明

■每日连载

一年后， 新的江山机械厂在
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式投产。

秦勤生前所在的马千里小组
成员推着楚国庆的轮椅， 捧着秦
勤的遗像， 到新的车间里， 转了
一圈又一圈， 楚国庆指着全新的
一排数控机床说 ： “你看 ， 你
看， 你盼望的新设备， 如今已经
全部安装起来了， 咱们厂又东山
再起了。 今后， 江山机械厂的好
日子又来了， 我们的儿子马上就
要毕业 ， 毕业后准备到工会工
作 ， 我们家有了工会三代 。 他
说， 要把你和他爷爷的志向继承
下去， 给工人兄弟们多办好事。”

他们走过厂区、 走过总装配
线、 走过科技研发中心， 一路指
给她看： 新的厂房有了， 新的机
器有了， 新的班组有了， 姐妹们
都回来了……

工厂重新开工的那一天， 屈
则 鸣 组 织 工 人 们 拉 起 了 秧 歌
队 ， 在新厂区前的广场上摆开
了阵势。

队伍里有龙灯， 有鼓乐， 有

旱船， 有高跷， 每个人脸上洋溢
着笑容 。 屈则鸣走在队伍最前
面， 举着花伞， 摇着响环。 屈则
鸣老了 ， 脚下不及过去那般灵
活， 但是脸上的笑容比任何时候
都灿烂。

“这么多年， 我一直领着人
唱秧歌上访， 可是我心里， 一直
想以工会干部的身份， 搞一台秧
歌大会， 今天， 俺老倔的愿望终
于实现了！”

“倔老汉我今年已六十多岁，
各种零件磨损的将要报废。
企业开工来把我重新装配，
老树逢春又登场秧歌大会。”

“想当年遇困难停产下岗，
呼主席为咱们挂肚牵肠。
到今天江山厂产销两旺，
老企业换新貌再创辉煌。”

“共产党好政策富民兴邦，
总工会帮工友生活变样。
人心齐泰山移前程宽广，
好光景如流水来日方长。”

……
呼维民站在远处， 点了一根

烟， 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他刚从
高攀峰那里回来， 高攀峰打电话
把他叫到省城 ， 和他谈了一次
话， 就他的职务安排征求意见。
高攀峰说： “令行止出事了， 余
光昭也很快退休了， 现在你面前
有两个选择， 一是现在就在北梁
当副市长， 二是我当初对你讲过
的， 过一段时间， 当北梁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兼北梁市总工会主
席， 你考虑一下答复我。”

呼维民对高攀峰说， 不用考
虑了， 现在就可以答复高书记，
我继续当我的总工会主席吧， 我
这算是搭错车走对了路。 这一年
干下来， 我对工会有了感情， 我
认为， 工会是天底下最有意义的
职业， 在我退休之前， 我要一直
在这个职位上干下去。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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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我的她， 由一次新年文
艺 汇 演 ， 相 识 在 那 个 新 旧 生
活 更 迭的上世纪80年代初 。 当
时， 我们读初三的两所学校虽相
隔不过十几里， 但由于严格的管
理、 崎岖的山路， 致使我们只有
怀念， 难得相见。 于是那一张张
青涩的小纸条就成了我们沟通
的唯一渠道。 为了不让传纸条
的同学 “偷窥 ”， 我是里三层 、
外三层包了， 用糨糊粘好后， 再
偷偷摸摸地递给同学， 传给她，
生怕别人看见。 如若遇上早早放
学， 那便是我的节日。 我定会骑
上自行车， 翻山越岭赶到她的学
校。 透过她宿舍的后窗户， 向里
面吹口琴招呼她出来 。 一来二
去， 只要一听到口琴声， 整个宿
舍就翻了天。

那年中考后， 她上了师范，
我读了高中； 她在外地， 我在县
城， 相隔数百里。 一封封写满相
思的书信 ， 便通过邮车 、 邮递
员 ， 串起了两地的心 、 难舍的
情。 透过融进感情的字里行间，
了解了彼此的学习生活、 烦恼苦
闷， 一起祝贺学业有成、 一起排
遣孤独落寞； 有时还会在信封里
夹上一张刚照的相片， 或者一枚
刚摘的树叶。 她说， 信中读到我
的影子， 嗅到我的气息； 我说，
信中读到了她的成熟、 发现了她
的眼泪。 那段时间， 学校的传达
室就是我们的相思驿站， 一直延
续到走上工作岗位。

她分配到一所乡中教书， 我

则晚两年分配到县高中教书。 庆
幸的是学校传达室都装了电话，
可以互通信息。 她那边老师少，
打电话方便些； 可我这里却要排
队。 你在前面讲电话， 后面等着
一堆人， 想要说点暧昧的话根本
不可能。 因此， 我们约好咳嗽两
声就代表 “想你”， 咳嗽三声就
代表 “我爱你”。 那天， 她心情
高兴 ， 我咳嗽两声 ， 她咳嗽三
声， 咳嗽个不停。 后面等电话的
不耐烦了 ， 我只好回头抱歉地
说： “对不起， 我今天感冒了！”
第二天清早， 她便来学校看我，
带着感冒药。 后来电话方便了，
电话卡、 磁卡攒了一大摞， 再也
没有了 “感冒” 的尴尬。

1992年， 我们结束了马拉松
式的恋爱， 组成了家庭。 随后，
她调到县城， 我调进机关， 都配
了手机， 且几年间换了好几部。
这时躲在无人角落里， 想聊多少
时间就聊多长时间， 只是每月的
手机费都要透支 。 中午吃什么
饭， 回家买什么东西， 这些家长
里短， 只一个电话即可搞定。 工
作关系， 我经常下乡出差。 我走
到哪里， 她的电话便跟到哪里。
但这不是跟踪， 而是照顾。 注意
安全、 天凉加件衣服、 出门带好
雨具、 少喝酒多休息、 感冒记着
吃药……有手机在身边， 便如她
在身边， 倍感温馨和温暖。

2005年， 家里添了电脑， 装
了宽带。 从此， 除去手机， 我们
又多了一条便捷的交流途径。 每

次出差到外地， 我都会抽时间找
网吧 （后来用笔记本）， 通过QQ
视频与她面对面聊聊异地的城
市、 景点， 聊聊家里的闲事、 花
草 。 有时 ， 我会告诉她头发乱
了 、 嘴角还有一小片菜叶 ； 有
时， 她也会告诉我， 脸上又长小
痘痘啦、 眼圈发黑没睡好吧； 有
时， 我家那位小公主也会在摄像
头前上蹿下跳， 抢着插话。 心里
那个美呀！ 虽远隔千里， 就如在
家里。

迈入智能时代的当下 ， 微
信、 语音、 视频等各种便捷的通
信手段， 让我们的 “想念” 可以
即时表达。 虽时过中年， 少了甜
言蜜语 ， 但一个表情 、 一个图
片、 一段视频， 足可传递彼此的
挂念。

回忆过往， 我们相识在改革
开放初期， 又踏着时代进步的节
拍， 相恋、 相知、 相守在新时代
的灿烂阳光下， 不由感慨万千。
这是国家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40
年， 也是属于我们的40年。

属于我们的40年 □张金刚

□马海霞 文/ 图

杜教授那年65岁， 原来是我
们学校的副院长， 因学识渊博，
又热爱三尺讲台， 退休后被学校
返聘回来继续从事教学工作。 杜
教授教我们模拟电路， 他有自己
的实验室， 平时他没课时都待在
实验室里， 告诉我们随时可以去
他的实验室做实验， 有问题也可
以去那里找他。

有一次我吃过午饭， 和同学
结伴去杜教授的实验室里组装录
音机，碰巧他刚吃完饭，正在实验
室外的走廊上做木工活儿， 锯、
刨、锉刀、凿等工具摆了一地，杜
教授说办公室的沙发坏了， 他想
利用午休时间自己做几把。

看不出杜教授干起木工活来
有模有样， 杜教授说， 他曾被下
放到工厂的木工房 “锻炼”， 在
那里一干就是五年 。 刚去那会
儿， 大家对他这位教书的书生一
点也不看好， 但他心里憋着一股
劲儿， 一定要学会木工， 还要赶
超老师傅的技术。 杜教授认定，
一个人只要手脚勤快， 脑子肯钻
研， 就没有干不好的事情。

后来， 杜教授一手好木工活
儿赢得了工友的尊重， 大家都亲
切地喊他 “木工教授”。

经历都是财富， 杜教授一直
念念不忘那段当木工的经历， 让
他又多了一门生存的技术。 他得
意地说， 家里的家具都是自己打
的， 隔几年， 就把家里重新装修
一遍。

我们毕业时， 杜教授语重心
长地告诉我们： “毕业踏入社会
后， 找工作可能不那么顺利， 从
事的工作也未必是所学专业， 我
希望无论你们日后从事什么样的
工作 ， 都不要觉得工作配不上
你， 不要觉着屈才， 即便在车间

干零工也要干出大学生的水平。
比如我， 虽然在大学校园里是教
授， 但我在木匠行里也是从小学
生做起的， 既然是小学生， 就得
恭恭敬敬地向老师傅学习， 如果
还端着教授的架子， 谁还肯教我
木工活呀。 同学们， 我希望毕业
后你们不要在家等工作， 要主动
走出去找， 工作没有高低贵贱，
越是底层的工作越会凸显学历的
优势。 我希望你们干哪一行都被
人竖大拇指称赞 ： 不愧是大学
生。 处处受欢迎了， 运气自然就
来了。”

同学大林， 家住山区， 家庭
比较困难， 他毕业后回到家第二
天便跟着村里的老乡去县城干装
修了， 别人都替他惋惜， 大学白
念了， 早知道干装修混个初中毕
业就行。 大林暗下决心要在装修
界干出大学生的水平， 过几年自
己也当老板， 领着老乡们发家致
富。 大林内心有目标， 学装修学
得快， 干活有模有样， 深得老板
喜欢。 5个月后， 老板竟然帮大
林找了份事业单位的工作， 真是
越努力越幸运。

如今， 我也人到中年， 经历
了单位破产 ， 再就业的心路历
程， 期间发过小广告， 下车间干
过组装， 进技校学过手艺。 年龄
越大就业越难 ， 这是不争的事
实， 每次找工作时我都在想， 什
么样的工作是和我同等学历的人
不愿意去干的， 我就奔着这个方
向去努力，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弥
补年龄的弱势， 让工作相中我。

几十年过去了， 每当我遭遇
人生低谷， 我便想起用心干木工
活的杜教授， 不抱怨， 坦然接受
当下， 努力做到最好， 这是他教
育我们的人生信条。

本专栏持续征稿
欢迎您踊跃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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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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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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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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