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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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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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老师那年刚从师范学院毕
业 ， 分配到我们学校教我们物
理。 他头发微卷， 身上穿的衣服
半旧， 洗得干干净净， 上面还残
留着用手拧过的皱痕。

八卦得知， 沈老师家住偏僻
农村， 镇中学没有英语老师， 他
考高中时英语全靠选择题蒙对了
几分。 到了高中他根本听不懂英
语课， 自己在课下从 “ABC” 开
始学， 竟然在一年后英语成绩达
到了班里中游水平。 到了高三，
以沈老师的成绩本可以考上重点
大学， 但为了减轻家庭负担， 他
高考填报了师范学院， 完全冲着
师范学院免学费， 而且每月还补
助生活费。

上世纪90年代初， 教师工资
不高， 沈老师刚参加工作， 工资
更少得可怜。 沈老师上学晚， 他
大学毕业时已经24岁了。 这个年
龄在农村已算大龄未婚。 据说沈
老师为躲催婚 ， 三个月都不回
家， 父母着急了， 父亲坐着邻居
家的马车进城， 私下托学校老教
师帮儿子介绍对象。

老教师还真走了心， 一连给
沈老师介绍了三位姑娘。 第一位
是学校对面饭店的服务员， 我们
还假装去买包子偷偷瞧过那位
“师母”， 长相倒是可以， 就是服
务态度不好 ， 有时收钱还算错

账， 一看便知没读多少书。 一打
听， 果不其然， 她是顶替进的饭
店， 初中没念完。 就是这么一位
姑娘， 还没看上我们沈老师， 嫌
老师工资低， 孩子王， 没前途。

第二位姑娘， 在商场上班，

内衣专柜的营业员。 那天吃完午
饭， 我们几位女生溜进商场， 爬
到三楼， 远远往内衣专柜瞅， 瞅
见了一位满脸疙瘩的胖姑娘， 虽
然她算不上丑， 但模样确实不讨
人喜欢。 但这姑娘心气儿高， 一
眼便淘汰了沈老师， 说沈老师这
条件， 若个头在一米八以上， 才
可以考虑。 一米六八的沈老师败
下阵来。

第三位姑娘， 是公交车售票
员， 职高毕业， 长相秀气， 据说
和沈老师一见钟情， 但跟沈老师
回了一趟老家， 嫌他家贫， 便提
出分手。

三次相亲失败， 让沈老师的
自尊严重受损， 他原本自卑的心
越发低到尘埃里去了。

从此沈老师把全部精力都用
在了埋头苦读上 ， 每天除了上
课、 备课就是看书学习， 连我们
都看着心疼。

一天早上 ， 教室里的讲桌
上， 摆放了一个瓶子， 瓶子里插
满了迎春花。 瓶底压着一张纸条
儿， 上面写着： 沈老师， 等我长

大了我就嫁给你。
沈老师看到纸条， 露出了久

违的微笑， 他问， 哪位男生的杰
作？ 拿老师开涮？

没成想， 班里男生全呼啦举
起了手， 有几位调皮男生还撺掇
女生也举手， 过了一会儿， 女生
也顺应大势， 全举起了手。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那瓶迎
春花下的纸条是出自哪位同学
之手 ， 但沈老师眼里却溢满了
泪花。

多年后， 同学聚会， 沈老师
重提过去， 他说， 那时他确实不
想当老师了， 他整天钻在书本里
就是想通过学习考试改变命运，
脱离学校， 调到好单位工作。 但
那封迎春花下的情书， 让他喜欢
上了教师这个职业： 教书育人，
老师付出一颗爱心， 便能收获几
十倍的关爱。 就这点而言， 教师
这个职业优于其他任何职业。

如今， 教师工资和地位提高
了不少 ， 教 师 也 成 了 热 门 职
业 ， 岁月终究没有辜负努力坚
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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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 老家住房是清一色的
“灰色” 风景。 低矮破烂的草屋，
委顿而羞怯地躲藏在高高大大 、
蓊蓊郁郁的绿树丛中。 屋上地上
难见一砖一瓦。 处处泥泞路， 全
靠 “11路” （一双腿脚） 出行。
印象中， 父母一直不停地为住房
操心。 年年修房房还漏， 岁岁泥
墙墙还倒。 那三间低矮的土墙草
顶的破房， 宛若一位风烛残年的
老人， 随时可能倒下！ 可屋顶上
的一群麻雀倒是自在 ， 叽叽喳
喳、 幸福快乐地在那扎营玩耍；
蜂儿更不悯土墙的破烂， 嗡嗡地
吟唱着在那精雕细琢， 钻出一个
个甜蜜的小孔 。 一到刮风下雨
天 ， 父母便提心吊胆 、 彻夜不
眠。 屋漏要接水， 墙倒要树顶。

青年时， 老家住房是清一色
的“红色”风景。 不高不矮的红砖
红瓦房，像一条条“火龙”依偎于
乡间河岸。此时，我家住房跟人家
一样“走红”：红砖红瓦房。母亲噙
着泪花，高兴地说，她嫁我父亲几
十年来， 第一次住上不漏雨的大
瓦房。 还是改革开放好啊！ 此时，
两位兄长已先后自高校毕业，吃
起了“公家饭”，小妹也升学离家。
母亲望着清清爽爽的房子， 不无
感叹：现在房子又大又好，却没人
住了。邻居对母亲说，孩子们都大

了，有出息才会离开家的，他们到
城里会住上更好的房子呀！

成家后， 在城里工作， 住上
了公房。 虽不大， 但温暖。 兄妹
们都有了自己的套间房。 此时，
母亲却早逝， 父亲守着老屋。 逢
年过节回趟老家， 发现家乡住房
一变再变。 青砖青瓦房取代了红
砖红瓦房， 前三间、 后三间， 中
间连着偌大的院墙天井， 已属平
常。 有几家悄然无声地住上了小
洋楼！ 再后来， 连我们家的老邻
居 “帮大爷” 家， 过去与我家一
样穷得叮当响， 住的只是一间土
墙草盖的 “丁头屋”， 现在也住
上了青砖青瓦的大楼房。

如今，我已过知天命年。几年
前，看人家都住上套间房，心里像
揣了只小兔子。 一咬牙，贷了款，
购买了近200平方米的顶层套间
房，做起了幸福的“老房奴”。我的
兄妹们亦都有了双套房与小车，
逢上节假日， 开上小车， 四处旅
游，风光无比。大家的小日子滋润
着呢！而在我的家乡，再也寻不见
草屋与土路。 到处都是四通八达
的柏油马路，白白亮亮的水泥路。
一排排新颖独特的独门独院，一
座座优雅别致的洋楼， 一幢幢流
光溢彩的别墅， 在大自然绿色的
风景中傲然矗立， 俨然一幅幅诗

情画意的乡村美景！
每次我们回老家， 乡亲们都

说，现在的日子跟以前不能比呀，
简直一个天一个地！其实，现在农
村人跟城里人差不多， 甚至比城
里人还舒服、方便。 空气好，没污
染，有新鲜绿色的蔬菜吃。 还有，
好多人家城里、 乡下都有住房的
……互联网智能手机也进入寻常
百姓之家，千里之外，天南海北，
亲人欲见，视频一开，颇为惬意，
简直就是神仙日子。

乡村住房变奏曲，从“灰色”
———“红色 ”———“青色 ”———“彩
色”， 无不昭示着改革开放40年
来，祖国日新月异的的变化，我们
的家园越来越富裕， 我们的生活
越来越精彩！

住房变奏曲 □戚思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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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迎春春花花下下的的情情书书 □马海霞 文/ 图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古今中外， 尊师重教皆
为美德。 名人尊师的故事传
为佳话， 不胜枚举。

程门立雪 ， 堪称尊师典
范。 相传， 有一天， 北宋理
学家杨时与学友游酢， 因对
某问题有不同看法， 为了得
到正确答案， 二人一起去老
师程颐家请教 。 时值隆冬 ，
天寒地冻 ， 他们行至半途 ，
风雪交加。

来到程颐家时 ， 适逢先
生坐在炉旁打坐养神。 二人
担心惊扰老师， 便在门口静
候， 没有吵醒先生。 过了许
久， 程颐一觉醒来， 从窗口
发现了侍立在风雪中的杨时，
只见他通身披雪 ， 脚下的积
雪已一尺多厚， 赶忙起身迎
他俩进屋。 程门立雪， 便传
扬千古。

身为九五之尊的唐太宗
李世民同样尊师重教。 他给
几个儿子都选择了德高望重、
学问渊博的老师， 并一再告
诫子女要尊重老师 。 一次 ，
太子的老师因患脚疾， 不能
行走。 在封建社会， 后宫森
严， 除了皇帝和后妃及子女
可以坐轿， 其他官员是不可
坐轿进宫的。 唐太宗知道后
竟特许老师坐轿进宫讲学 ，
并诏令皇太子亲迎老师。

后来 ， 唐太宗又让礼部
尚书王圭当儿子魏王的老师。
一天， 他听说魏王对老师不
尊敬， 十分生气， 当着王圭
的面狠狠地批评了儿子魏王。
从此， 魏王见到老师便恭迎
有礼。

文学家鲁迅对小学老师

寿镜吾一直很尊敬。 到南京
读书， 鲁迅每次放假回家总
要抽空看望寿老师。 日本留
学八年间， 鲁迅经常与寿老
师书信往来。 在日本， 鲁迅
拜章太炎为师， 章太炎去世
后 ， 他连续撰文两篇纪念 。
藤野先生， 是鲁迅在日本仙
台医学院的老师。 鲁迅回国
后， 常常怀念， 并将藤野先
生送给他的照片挂在墙壁上
以激励自己。 日本有关方面
要出 《鲁迅文集》， 鲁迅唯一
的要求是希望把 《藤野先生》
一文选进去。 可见鲁迅对藤
野先生十分尊敬和爱戴。

李宗仁更是尊师如父 。
幼年的教师曾其新年老无依，
李宗仁出钱奉养， 长期随军。
李宗仁在司令部驻地附近给
老师修建房屋， 并派一名副
官专门侍奉， 自己每天还要
亲自问安 。 此举真正体现了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的师
生之爱。

居里夫人功成名就仍不
忘恩师。 居里夫人回国参加
华沙镭研究所落成典礼。 典
礼将要开始时， 居里夫人忽
然从主席台上跑下来， 穿过
人群， 走到坐在轮椅上的小
学老师面前 ， 推着老师走上
了主席台。 居里夫人的法语
老师想重游故乡， 但经济拮
据。 居里夫人当时正好住在
法国， 得知情况后， 代付了
全部旅费， 还邀请老师到家
里做客。

人人皆有师 ， 师恩当铭
记。 名人尊师， 值得大家好
好学习效仿。

□吴婷

■图片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