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片故事

那一年， 我调到市里的一所
小学， 担任二年级的班主任， 我
渐渐发现， 我们班里的孩子好多
都是娇生惯养， 书包让父母背，
迟到了让父母送， 还动不动就对
父母发脾气。 我想， 要多给孩子
一些有爱的教育， 培养孩子们拥
有一颗感恩的心。

那是一节自习课， 本来打算
让他们自己复习的我， 决定给他
们讲几个母爱的故事。 于是， 我
声情并茂地把孟母三迁的故事讲
了一遍。 六七岁的孩子， 听得似
懂非懂， 教室里很安静， 只听见
我一个人讲课的声音。 从他们茫
然的眼神里， 我猜想得到， 他们
并不懂得孟母三迁里包含的浓浓
母爱。 我教导孩子们说， 要学会
表达爱， 父母养大我们不容易，
要感激他们对我们的养育之恩。
孩子们懵懵懂懂， 但很配合地点
了点头。

突然， 我的手触到了裤兜里
的手机， 突然灵机一动， 热情地
鼓励他们说： “你们谁愿意现在
就给父母打个电话， 倾诉你们自
己对父母的感激之情？” 听我这
样说， 教室里比先前更安静， 大
家都屏声静气的， 你望望我， 我
望望你。

怎么办？ 没有一个人响应？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不知道下
一步该如何收场。

这时， 坐在后排的一个女生
高高地举起了手。 我如获大赦般
松了一口气， 赶紧请她来到讲台
上。 她报出她母亲的手机号码，
我帮她拨通后便把手机递给了
她。 在悠扬的音乐声中， 大家都
静 静 地 等 待 着 ， 终 于 ， 那 边
“喂” 了一声。

“妈妈， 是我。” 我见她再
无言， 便低声启发她： “勇敢地
向妈妈表达爱吧。” 女孩望了望
我鼓励的眼神， 点了点头， 羞涩
地说： “妈妈， 我爱您， 您辛苦
了， 我永远爱您。” 我带头鼓起
了掌， 顿时， 教室里掌声雷动，
女孩骄傲地走下了讲台。

有人带了头， 接下来便好多
了。又一个小朋友举起了手，在我
的示意下他走上讲台。电话那头，
是一个男中音。 小男孩很郑重地
对他说：“爸爸 ， 谢谢您一直保
护我 ，我以后会听您的话，不会
让您伤心的，我会认真写作业 ，
您辛苦了 ，我爱您 。 ”他一口气
说完， 生怕停顿了一秒。 挂了电
话 ， 我问他 ：“你爸爸有什么反
应？ ”他低下头，说得很轻：“我爸
爸好像哭了，这么多年，我从来没
见爸爸哭过。 ”

接着， 一个女孩主动走到讲
台前： “妈妈， 谢谢您， 谢谢您
给我生命， 您对我最好了， 我爱
您， 祝您永远年轻漂亮。”

……
课堂上都是爱的表白， 直到

下课铃声响起， 大家都沉浸在这
种热烈的氛围里 ， 各个都很兴
奋 。 那些没有来得及表白的孩
子， 我教给他们的是， 用一张纸
条， 写上他们心底里想说的话，
然后偷偷放在父母的床头， 书桌
或是鞋子里， 给父母一个惊喜。

那一堂课后， 我先前见到的
那些现象少了， 孩子们对父母都
尊敬了许多， 这让我兴奋不已。
我也懂得了， 多给孩子有爱的课
堂， 把爱灌输到孩子心里， 教他
们做一个会爱的人， 这和教他们
知识同样重要。

□李红梅 文 / 图

一堂爱的教育课

□□关关明明

■独家连载

一波未平一波起
三世工会三世情 （下）

宣怀民马上给省总工会呼维
民打了个电话， 汇报了市总工会
准备采取的应对方案。呼维民说，
省总工会也准备向省网信部门和
全总反映情况，请求协调处理。

放下电话， 宣怀民的心情刚
才 还 在 工 作 被 肯 定 的 喜 悦 顶
峰 ， 现在马上降到了被舆情困
扰的谷底。

接连发生的事让他委屈而困
惑 ， 为什么工会做了这么多工
作， 但是在网上的形象却是这么
不堪？ 在网络舆论面前， 为什么
这么被动？ 他开始认真地考虑：
现在的工会干部是不是对互联网
的了解太少了， 现在的工会工作
是不是与互联网结合太少了？

他想起最近以来， 吴启南和
魏兴川的每一次意见争论， 其实
焦点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 那
就是线上与线下、 网络与现实、
传统与创新。 一个不容否认的事
实是， 他， 还有他们， 对网络世
界的了解， 实在是太少了。

上次送温暖救助金被拿了

“回扣” 的， 是困难职工； 这次
省委书记亲自送温暖慰问的， 是
劳动模范。 想到这里， 他不得不
承认的另一个事实是： 这些年工
会工作的重点， 基本上集中在两
个方面， 一是评先创优， 二是访
贫问苦； 工会工作主要对象， 很
大程度上只是两类职工人群： 一
是劳动模范， 二是困难职工。 而
这两部分群体， 只占到职工中的
少数， 也就是占总数的百分之五
左右。 换句话说， 还有相当大多
数的职工， 在工会组织的视野之
外。 而这些职工不仅分布在各种
各 样 的 企 业 里 ， 更 是 大 量 地
集 中 在网上 。 除了魏兴川那样
坚决拒绝手机的少数之外， 大部
分人已经离不开手机， 离不开网
络了。

互联网必须成为工会工作的
新领域。 他想。

下班时， 他路过菜市场去买
菜， 挑了几样菜后， 发现身上带
的钱不够了。 钱包里的钱， 昨天
一激动就全拿出来捐给了红光厂
一位困难职工。 有钱男子汉， 没
钱汉子难。 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对
卖菜的小姑娘说 ： “我钱不够
了。 先放下两样， 回头再来吧。”

小姑娘说：“大爷，钱没带够，
您可以扫码啊！ ”说着把一个印着
二维码的牌子举到他面前。

宣怀民老实地说： “不会。”
这时， 排在后面的一位看上

去足有七十岁的老大爷说： “这
你都不会， 我来教你。 拿出你手
机来， 有微信吗？ 有支付宝吗？
打开扫一扫。”

老大爷拿过他手机， 在上面
点点划划， 熟练地帮他完成了支
付操作。

宣怀民刚才被小姑娘一口一
声喊大爷， 就觉得自己老了， 现
在被比自己大出一截子的、 真正
的老大爷教会使用微信支付， 这
回他觉得自己是真的老了。

他拎着菜出门时， 遇到了刚
才排在他前面的一位老大娘，大
娘点拨他说：“人家小姑娘在这里
一个月挣的钱，赶得上你一年。 ”

宣怀民问：“你怎么知道的？ ”
老大娘说：“我家邻居是这个

市场的管理员。另外，她卖给你同
样的菜，比卖给我们要贵两倍。 ”

宣怀民问： “为什么？”
老大娘说： “因为你买菜从

来不讲价。”
（连载12）

（小说）

－三线军工建设尘封记忆 工会网上工作通俗演义 －劳动模范家国情怀 网络社会世相百态

【情怀】15副刊２０18年 11月 ６日·星期二│本版编辑周薇│美术编辑 刘红颖│校对 张旭│ E—mail:ldwbgh@126.com │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本专栏持续征稿
欢迎您踊跃投稿

投稿邮箱：ldwbgh@126.com

人的一生中， 经历的事如浩
瀚银河里的流星一样， 多得永远
也数不过来。 尤其是改革开放40
年以来， 生活中的变化足以写上
厚厚的一部书。 不过， 给我印象
最深的还是餐桌上的嬗变。 透过
寻常百姓的餐桌， 人们看到的是
时代的发展， 社会的变迁。

1978年， 三年自然灾害带来
的影响依然存在， 很多农村处在
极度贫困线以下。 我们村每家只
有几亩薄地， 农民一年的生计用
度全都押在这几亩地上， 赶上老
天爷开眼， 雨水勤点， 粮食就能
多收一些， 遇到不好的年景， 家
里的粮食就不够吃。 那时我家的
主食是玉米面窝窝头， 副食是缸
里腌的老咸菜。 一年四季都是窝
窝头配咸菜， 白面馒头、 带肉腥
的炒菜根本别想。 小的时候因为
活动量大， 吃完饭不久就会又饿
了 。 于是 ， 每次开饭前一个小
时， 我就拿着碗筷早早地坐在饭
桌前嚷着让大人快点上饭。 爷爷
生日那天， 姑姑把从婆家拿来的
几个鸡蛋用油炒了炒。 葱花炒鸡
蛋的浓香味飘满了院子。 在炒菜
的铁锅旁，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锅
里黄灿灿的鸡蛋， 口水一口一口
往肚子里咽。 全家人把鸡蛋吃完
后， 我拿着窝窝头蹲在铁锅旁使
劲擦锅底， 恨不得把锅底擦透，
就着炒鸡蛋的油腥， 我又吃了两
个窝窝头。

1988年， 村子里有了做生意
的小贩。 炸油条、 煮杂碎汤的店
面最红火。 在这里， 有钱的买几
根油条、 盛碗杂碎汤喝， 好不惬
意 ； 没有闲钱的 ， 站旁边闻闻
味， 也是一种享受。 我父亲是村
里的木工 ， 家里算是有点零花
钱， 但也很少花钱改善伙食。 那

时候的钱， 真是一分一厘挣出来
的， 把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钱吃
进嘴里， 一般人家可舍不得。

这年麦收时节， 粮食打了不
少， 父亲一高兴， 买了两碗杂碎
汤和一捆油条回家， 算是庆祝大
丰收。 两碗杂碎汤怎够全家五口
人喝啊， 爷爷灵机一动， 把杂碎
汤倒进锅里， 再兑上足量的水，
煮开后两碗汤变成了一锅汤。 喝
着浮着一层油花的杂碎汤， 吃着
松软的油条， 真是太美了。

1998年， 科技种田、 品种改
良在农村得到普及。 种小麦、 玉
米、 大豆已经不再使用自己家留
存的种子， 每年播种时节， 县乡
农技部门就会把优良种子送到农
户家中或田间地头。 除了种子，
化肥、 农药开始对症使用， 农田
灌溉基本得到满足。 就是从这一
年开始， 我们家告别了吃玉米面
窝窝头的历史， 转变成可以全年
不限量吃白面馒头。

2008年， 农村的生活已经得
到彻底改变， 衣食住行有了质的
飞跃。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 朋友
见面说的最多的就是， 改天请你
吃饭 。 这里的请吃饭是指下饭
店， 请客吃饭成为朋友交往的主
要媒介。 也是从这一年开始， 我
们家过春节就不再在家吃年夜饭
了。 进了腊月， 我会提前在市里
比较有特色的饭店预订好年夜
饭。 其实， 老年人还是喜欢在家
里做一桌子饭菜， 然后全家人围
在一起， 边吃边喝边看春晚。 不
过 ， 在孩子们的劝说下 ， 这一
年， 老人终于答应和我们一起在
市里的饭店过年。

看着琳琅满目的菜肴， 端着
红红绿绿的饮品， 听着曼妙缭绕
的音乐， 老人们非常开心， 全家

其乐融融。
2018年， 在吃的方面， 城市

与农村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
了。 大家更讲究营养均衡， 甚至
崇尚素食主义。 外卖行业的兴起
也不得不提。 在城市里， 无论单
位还是家庭， 点外卖已经成为生
活中的一部分。 周末在家休息不
想做饭， 拿起手机点几下屏幕，
可口的饭菜就会及时送来。

民以食为天。 从吃不饱到吃
不了， 从种类单一到种类丰富，
从喜欢吃肉到追求吃素， 这不正
是反映了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社
会发展和百姓生活观念的巨大变
化吗？ 改革开放带给百姓的变化
何止在餐桌上， 取消农业税， 推
行新农合， 拓宽就业渠道， 举国
开展扶贫帮困， 不断提高职工收
入， 城乡居民的钱包越来越鼓，
出国旅游早已实现说走就走。

相信百姓的获得感 、 幸福
感 、 安全感将会进一步得到保
证， 人们对生活的满意指数必定
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餐桌上的嬗变 □张凤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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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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