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家庭庭相相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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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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邻为镜
自打我记事起， 母亲对我家

教极严格。 她常常叮嘱我： 邻居
就是一面镜子， 他能照出你是好
孩子还是坏孩子。 无论你做什么
事， 我都能从邻居那里看到。

母亲有那么多 “镜子”， 而
且每天都把我的一举一动照得清
清楚楚。 为了让 “镜子” 们把我
照得漂亮一点， 我只好收敛了许
多顽皮的个性。 无论是长辈还是
平辈， 见了面我总是先打招呼；
见到街坊邻居爷爷奶奶拎着重东
西 ， 就会接过来 ， 帮他们拎到
家； 邻居岁数大的或者腿脚不方
便的， 钥匙或者什么东西落在田
间或者别人家， 我都会自告奋勇
帮他们去取； 平时为他们跑个腿
学个舌更是乐此不疲； 我在人前
人后从来不敢说脏话、 做坏事，
我怕母亲会从 “镜子” 中看到。

整个孩提时代 ， 我就是在
“镜子” 们的照耀下度过的， 不
过也因此得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
“好处”： 邻居李奶奶是军烈属，
每年过年过节乡里民政部门慰问
给她的饼干、 月饼总是分给我几
块； 常年领着5岁的儿子寡居的
四婶拿我当她的亲儿子， 凡是她
给儿子买东西都会有我一份。 腿
有伤残的东岳爷爷当志愿军时是
司号员 ， 他教会了我吹冲锋号
……不但如此， 我还赢得了许多
溢美之词：

“看看人家那孩子多懂礼数，
还是人家父母管教得好……”

“这样的孩子将来长大也

有 出 息 ， 以 后 小 孩 子 多 向 他
学着点。”

“孩子有礼数， 都是父母平
时管教得好。”

渐渐地， 在 “镜子” 们的照
耀下， 我长大了。 对母亲口中的
“镜子” 的含义有了更深刻的理
解和诠释。 《旧唐书·魏徵传》：
唐贞观十七年 （公元643年）， 直
言敢谏的魏征病死了。 唐太宗很
难过， 他流着眼泪说： “夫， 以
铜为镜 ， 可以正衣冠 ； 以史为
镜， 可以知兴替； 以人为镜， 可
以知得失……”

母亲教我把邻居当作 “镜
子 ”， 其实就是让我堂堂正正 、
认认真真、 坦坦荡荡成长。 我在
“镜子” 们的照耀下， 走出了山

村， 走进了城市。 现在已经娶妻
生女， 有了自己的家庭。 可是并
没有忘记母亲 “以邻为镜” 的训
诫。 时常提醒女儿与邻为善， 和
睦相处， 不仅仅对同一个单元的
邻居有礼貌， 对小区内凡是认识
的人， 见了面要主动打招呼。

上个月的一天上午， 我走在
小区内， 看到熟人李大姐时， 她
停下来高兴地对我说： “你家孩
子真懂礼貌， 不但每次见面阿姨
长阿姨短地打招呼， 前天还把我
买的两捆大葱拎到楼上去了呢。”

李大姐对女儿的夸赞， 我内
心充满了欣慰之情。 我又想到了
母亲， 当 “镜子” 们面对她夸赞
我时， 母亲心里一定和我此时一
样欣慰。

□周脉明 文/图

□□关关明明

■独家连载

八大员全员入会
服务卡一卡连心

“工会会员服务卡不同于一
般的银行卡， 我们要采取多种措
施， 真正使服务卡变成广大职工
看得见、 用得着、 信得过的 ‘连
心卡’。”

———工会干部郑小慧的宣讲

在全国工会基层组织建设
年， 全国总工会提出开展农民工
入会集中行动， 要发展农民工会
员一千五百万人。 任务一层层分
解到南川市， 给了十万会员的任
务。 按照市总工会的工作部署，
他们把工作重点放在了网上———
利用网络手段， 开展互联网+普
惠服务， 发展会员实名制入会。

南川市总工会建立了职工会
员实名数据库， 推出了网上入会
“一条龙” 的服务模式， 也就是
“上网可申请， 申请即入会， 入
会即实名， 实名即入库， 入库即
发卡， 发卡即服务。”

为了对职工会员情况做到心
中有数， 南川工会与朔方商业银
行合作， 推出了带有金融功能的
实名制会员服务卡。 这张卡除一
般的金融功能外， 还搭载会员服
务功能， 市总工会相应地推出了
一系列服务职工会员项目， 会员

入会即可持卡，持卡即可以享受。
在会员服务卡发放中， 南川

市百帮家政服务公司员工董春花
成 为 全 市 “ 001 号 ” 持 卡 会
员———她是宣怀民亲自直接发展
的工会会员。

宣怀民通过家政服务公司请
了一名钟点工， 名叫董春花。 董
春花每天为他扫地、 收拾屋子、
帮他买菜， 还给他做一顿晚饭。

有次下班较早， 他和正在清
理房间的董春花聊天。 宣怀民职
业性地问：“你参加工会了没有？ ”

董春花如实告诉他说： “没
有。 我一个农民， 又不是工人，
到哪里去参加工会？”

宣怀民再次问她： “那么，
你愿意加入工会吗？”

董春花说： “当然愿意。 可
是， 我上哪里去参加啊？”

宣怀民想， 董春花实际上是
给工会出了一个课题———在新形
势下， 如何把他们这样零散的、
流动的农民工组织到工会中来？

宣怀民说： “这种情况， 你
可以在网上申请入会。 现在我们
开展网上工作 ， 推出了线上申
请、 线下入会的模式。 你打开市
总工会网站 ， 那上面有个申请
表， 你填一下就行。”

第二天， 董春花就接到一个
号码为 “12351” 电话 ， 请她到
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填表入会。

南川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
主任郑小慧拿出一张表来， 正是
她在网上填过的入会申请表， 让
她确认签名。 办完手续后， 董春
花成了全国近3亿农民工中一名
新鲜的工会会员。 像她这样的新
会员 ， 全国在一年内共发展了
1500万名。 董春花说： “真不敢
想象， 过去， 我服务的雇主都是
有身份的人， 我只有身份证。 现
在， 我也有身份了———我是工会
会员！”

办完入会手续后， 董春花领
到了一张 “南川工会会员服务
卡 ”。 她问郑小慧 ： “这张卡 ，
有什么用处？”

郑小慧说： “这张卡首先是
你的工会会员身份证明， 相当于
第二身份证。”

董春花说： “那不就是张银
行卡吗？”

郑小慧说： “工会会员服务
卡不同于一般的银行卡， 服务质
量如何， 事关职工群众对工会组
织的认同度和信任感， 我们要采
取多种措施， 真正使服务卡变成
广大职工看得见、 用得着、 信得
过的 ‘连心卡’。 特别是要在网
上把职工连接起来， 形成 ‘一片
心、 一张卡、 一张网、 一个家’
的服务职工新格局。”

董春花吐了吐舌头说， “厉
害了， word工会！” （连载22）

（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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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栏持续征稿
欢迎您踊跃投稿

投稿邮箱：ldwbgh@126.com

36年前， 在税务干部的招
收动员会上听税务局的领导介
绍说， 税务人员要步行几公里
甚至十几公里去收税， 一个税
务所只有一辆自行车， 这车还
是所长到县局开会或会计到县
局报票领票才能骑的。

领导在动员会上这么说是
为了说明税务工作的艰辛， 让
我们这些被新招收为税务干部
的小青年有些思想准备。 事实
也确实如此， 税务人员外出收
税都是步行， 税务工作受重视
的 程 度 很 低 。 正 因 为 此 ，
“吓” 得很多人不愿意从事税
务工作。 和我同一批被招收的
几个年轻人就打了退堂鼓。

不过， 我们却是幸运的。
我参加工作是1982年， 正处于
加强经济建设的时期， 税务工
作开始受到重视， 我们培训回
到单位， 竟然每个人都配备了
一辆单车， 这让当时的老税干
羡慕并惊讶地直呼跟以前比简
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我参加工作时在利润监交
股 （后改为税政三股） 工作，
负责全县六十多家国营企业
（那时不叫国有企业） 的国营
企业所得税征收工作， 后来又
负责了全县一百多家企业、 行
政事业单位的能源基金和调节
基金的征集工作， 当时全社会
的税收意识都很淡薄， 更别说
税收法律意识了， 也没有上门
申报缴纳的要求， 我就每天骑
着单车带着缴款书 “家家进”，
最远的离我们县局近20公里。
那时我每个月要骑单车到近百
家的单位去征税或征集基金，
有的单位还要去两三次， 工作
量非常大， 我当时想幸亏有单
车， 不然这么多单位的税收与
基金我咋收呀！ 同时， 也感慨
之前税务人员步行收税的苦。

到了 1994年税务机构改
革、国地税分设时，我们每个税
务人员配备了一辆摩托车，在
我们那里算条件比较好的，那
时还让好多单位的人羡慕，也
说明了税务部门地位的不断提
高，税务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
我当时到了税务分局， 负责农
村税收的征管， 每天开着摩托

车到农村的个体户、 酒厂去收
税，不仅效率提高了许多，也让
税务人员免去了山路骑单车之
苦。不仅如此，税务分局还陆续
配备了小面包车， 大的分局还
有两辆， 到一些远的地方进行
税收管理时可以开汽车去。

进入21世纪后， 汽车在税
务部门有些 “普及” 了， 这时
的税收法律意识也强化了， 纳
税人多主动申报缴纳税款， 加
上税收征管方式的改革创新，
银税一体化等缴税方式的出现
使一些路远的纳税人可以通过
银行代缴税款， 加上电话的普
及使征缴也很方便， 税务人员
外出征收管理的机会很少了，
就是出车也是开车去， 免除了
日晒雨淋之苦。

2010年以后， 信息化建设
突飞猛进， 电子报表与电子报
税系统出现，网上申报、手机申
报、 自助申报缴税的方式陆续
实行， 税收管理逐步进入了网
络化， 税收风险监控手段的完
善，偷逃税款的情况大大减少，
外出进行税收管理的“机会”急
剧减少， 征管用车的作用也不
大了，税务人员用车的“功能”
已逐步被网络或移动通讯等信
息工具所取代。 在改革开放40
年的今天，网络、通讯等信息工
具就是税务人员的“车”。

从一个所一辆单车开始 ，
税务人员 “车” 的变迁不仅是
税务工作发展、 税收事业腾飞
的见证， 更是我们国家改革开
放发展的见证。

从一个税务所一辆单车开始
□韦健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