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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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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故事

无声的感恩课
上学期， 我接手二年级的一

个班做班主任。 前任班主任因为
刚刚毕业， 教学经验和管理经验
不够丰富， 所以这个班级还是一
盘散沙， 很难带。 听说这群孩子
中， 绝大多数都是 “四二一” 家
庭式的孩子， 长期的娇生惯养，
让他们不仅不爱学习， 而且动不
动就打架。

果然， 我进到教室， 感觉自
己就像进到菜市场， 闹哄哄的。
有的讲话， 有的在跟同桌动手动
脚， 有的望着窗外出神， 干什么
的都有， 根本就无视我的存在。
我头疼无比。

那天 ， 我在网上看了一则
新 闻 ， 说 的 是 贵 州 山 区 的 孩
子 每 日 悬 空 百 米乘溜索上学 ，
下面就是百米深渊 。 我心酸不
已， 为什么这些孩子这么懂得学
习的机会来之不易， 而我们班那
些孩子家境优越 ， 学习环境优
良， 却不懂得珍惜。 我何不做一
个短片， 让同学们对比一下， 自
己是多么的幸福。

我很快从网上搜索资料， 除
了贵州山区孩子每日悬空百米乘
溜索上学外， 我还找了许多， 譬
如： 建在山洞中的小学校， 学生
们翻山越岭洞中求学； 撑着竹排
去上学 ， 最小的孩子只有4岁 ；
河南贫困地区学生没有午餐， 饿
极了就睡觉， 还有5岁小女孩每
天独自一人翻山越岭去上学……

这 些 视 频 剪 辑 在 一 起 的 效 果
是震撼的 ， 那一节课 ， 我叫做
“感恩课”。

当我在黑板上认真地写下
“感恩”二字的时候，同学们在下
面窃窃私语；当我开始放视频，大
家依旧叽叽喳喳；大约五分钟后，
教室安静了些；十分钟后，教室安
静多了；十五分钟后，教室里安静
极了。同学们睁着眼睛，看着与他
们年龄相同命运却不相同的小朋
友条件艰苦也要努力学习的样
子，感动了。 下课铃响的时候，同
学们眼里个个都泛起了泪花。

那一节课 ， 我没有说半个
字， 那是我第一次上的一堂 “无

声” 的感恩课， 但是收效却是巨
大的， 每个老师都惊讶于二 （3）
班学生的改变。 他们说， 仿佛一
夜之间， 这些孩子长大了， 懂事
了， 上课认真听讲， 按时完成老
师作业， 还努力帮助同学， 再也
不是那群顽皮不听话的孩子了。

事后， 一个家长问我， 说他
的孩子原先很难叫起床， 现在不
用闹钟都会准点儿起， 而且原来
让他帮忙做点家务 ， 比登天还
难 ， 现 在 还 会 主 动 帮 助 父 母
做 些 力所能及的事 ， 是什么让
他发生了这样大的改变？ 我笑着
答： 其实， 每个孩子都拥有一颗
感恩的心。

□陈浩 文/图

□□关关明明

■独家连载

宣吴魏三家恩怨
办公楼两院纷争

“我们今天移走一只未曾出
生的 ‘雄狮’， 明天我们会造出
一群所向无敌的 ‘苍狼’！”

———仲长丰的誓言

这天上班后， 吴启南对宣怀
民和魏兴川说： “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先听哪个？”

宣怀民说： “什么事这么神
秘？ 当然先听好的。”

“红光厂的资金有着落了。
我爸这杯老茶还没有凉透。”

魏兴川喜出望外 ： “太好
了， 我代表全厂职工， 感谢吴副
省长的关怀！”

吴启南说： “本来不想找他
的， 但是我看你们俩为那笔送温
暖的钱， 都愁了一个正月了。”

吴启南的父亲吴承先， 是朔
方省常务副省长，去年刚刚退休。

魏兴川急着问： “那钱， 什
么时候能到位？”

吴启南说： “别急， 还有一
个坏消息呢。 钱到市财政局了，
卡在局长胡秋高那里。”

宣怀民说： “胡秋高哪有那
胆子， 敢截留省里批的专款， 肯
定是胡瞻尔的授意。”

魏兴川说： “我现在就去找
胡瞻尔。”

宣怀民说：“你那大炮性子，
去了怕是更糟。让范致格去吧，这
是他的事。 另外，他脾气好。 ”

果然， 范致格找到市财政局
的时候， 胡秋高吞吞吐吐打起了
太极， 一会这个手续、 一会那个
流程的。 范致格急坏了， 厂里的
研制进度不等人。 就单刀直入地
问， 是不是有什么条件、 有什么
要求？ 你尽管提， 我尽量办。

胡秋高期期艾艾地说： “也
没有啥要求， 就是， 你们办公大
楼前的那辆坦克， 能不能挪个地
方？ 市里最近准备进行社会治安
环境治理， 那个坦克显得不太和
谐。 哪怕你们摆个石狮子都行，
我送。”

范致格说： “我们这款产品
的代号， 就叫雄狮。”

胡秋高一脸苦笑说： “在市
政府上班， 每天出门的时候都要
迎着你们的炮口， 瘆得慌。”

他说的这才是实话。
南川重工和南川市政府办公

大楼隔街相对， 照壁前方的位置
摆了一辆坦克， 底座上还刻了四
个大字 “永不后退” ———那是南
川集团首任总工程师、 烈士吴继
忠的遗言。

据说从此以后南川市政府就
不太平了。 连续三任市长犯事下
马， 一个因为矿难被免职， 另一
个因为黑砖窑虐待农民工事件丢
了乌纱， 还有一个是因为行贿被

查。 民间传说， 他们都是被南川
重工的坦克给轰下台的。 于是南
川官场上悄悄流传着这样的说
法： 南川市长谁来干， 南川重工
说了算。

由于南川市政府接连出事，
以致有一段时间内南川市长空
缺。 胡瞻尔觉得自己本来有可能
接任的， 没有料到省里派来了商
品良。 起初他比谁都急， 盼着那
坦克把商品良轰下去。 但现在改
了主意 ， 因商品良年龄接近退
休， 从省里传来消息， 胡瞻尔有
很大的希望扶正。

因此胡瞻尔为自己的未来着
想， 急着尽早把那辆倒霉的坦克
移走 。 他知道这事摆不到台面
上， 就指示他的堂侄胡秋高， 旁
敲侧击地暗示南川重工， 只要把
这事办了， 其他一切都好说。

范致格也是个明白人， 立刻
就听懂了。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
头， 第二天就以大楼环境整治为
名，让人把那辆坦克移进了库房。

胡秋高说话算数， 第三天资
金就到了南川重工的账上。

范致格挪走 “雄狮” 以后，
望着尚未拆除的基座， 摸着上面
镌刻的 “永不后退” 四个大字，
心里有点空落落的。 仲长丰安慰
范致格说： 放心吧， 我们今天移
走一只未曾出生的 “雄狮”， 明
天我们会造出一群所向无敌的
“苍狼”。 （连载24）

（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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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记事起， 家里就有一辆
“永久牌” 自行车， 黑色， 横大
梁， 银铃铛， 俗称 “三八大梁”，
是我们全家的宝贝。 爸爸说， 这
辆车是他攒了半个月的工资买下
的， 骑车上下班比走路快多了、
方便多了 。 每天傍晚 ， 一进家
门， 顾不得歇口气， 爸爸就从水
池上方的毛巾架上取下一条毛巾
和一小瓶机油， 打盆清水， 拎个
小马扎坐在自行车旁 ， 上上下
下、 里里外外地擦拭， 从车铃铛
到横大梁， 从座位垫到脚踏板，
生怕疏忽了一点点， 直到自行车
全身上下油光锃亮， 才满意地舒
一口气。 这还不算完， 他还要用
小镊子把嵌在车轮里的小石子、
碎瓦片夹出来， 举着长嘴小油壶
给车闸、 车铃铛上一点机油， 再
来回推着试试， 用宠溺的目光欣
赏一会儿 ， 这才满意 。 逢年过
节， 爸爸还会找些红绿纸和金纸
缠在车身上， 让车子也换件 “新
衣裳”。 妈妈常说爸爸对这辆车
就像对闺女一样疼爱。

那年月， 能买一辆自行车的
人家不多， 左邻右舍、 亲朋好友
谁家媳妇回娘家、 谁家小伙子相
亲， 都爱跟爸爸借车子。 爸爸总
是有求必应。 有时车子还回来，
车身上有刮痕， 轮胎上扎了碎玻
璃， 爸爸也不计较， 大大咧咧地
一摆手： “没事没事， 修一修就
好了 。 ” 妈妈说 ： “下次别借
了。” 爸爸不同意： “人家出门
办事， 想借车撑撑场面， 哪能不
借呢！”

有一年， 三伯家的儿子去女
方家下聘礼， 来跟爸爸借车。 爸
爸奇怪地问： “你自己不是有一
辆 ‘飞鸽’ 自行车吗？” 小伙子
红着脸解释： 他的 “对象” 是个
俊俏姑娘， 骑 “飞鸽” 去定亲，
怕俊姑娘像鸽子一样飞走了。 还
是 “永久” 意头好， 长长久久。
一番话说得我们大笑起来。 爸爸
把 “永久” 精心打扮一番， 让他
高高兴兴地骑走了。

那辆 “永久” 尽心尽力地为
我们服务了八年， 光荣 “退休”，
之后， 爸爸买了一辆 “嘉陵” 摩
托车。 摩托车领回家时， 爸爸在
大门口放了一串鞭炮， 我和邻家
孩子围着摩托车看了好久， 开心
得不得了。 摩托车真好， 不用费
力蹬踏， 钥匙一拧， 油门一加，

“轰” 的一声， 一溜烟就没影儿
了。 节假日， 爸爸用它带我和妈
妈赶集， 我偎依在爸爸怀里， 风
儿吹在脸上， 两边的风景应接不
暇， 妈妈坐在后座上哼着歌儿，
一家人欢声笑语、 其乐融融。

那时跟爸爸借车的人少了，
因为生活水平提高， 大家都能买
得起自行车或者摩托车了。

进入新世纪， 我们的生活越
来越好， 2004年春节期间， 我家
买了第一辆小轿车。 还别说， 小
轿车就是比摩托车好， 密封、 平
稳、 速度快， 冬有暖气、 夏有凉
风， 坐在车里， 又安静又干净。
周末， 爸爸开车带我和妈妈到附
近的景点游玩， 妈妈感慨地说：
“以前看电视， 看到外国人开着
车出去旅游度假那个羡慕啊， 说
啥时候咱们也能过上那样的日
子。 没想到这个愿望这么快就实
现了！”

三年前的冬天， 我发现小区
门口悄然出现了一排公共自行
车， 接着， 街头巷尾、 商场超市
越来越多的地方有了共享单车的
身影。 用手机扫码或者刷卡就能
骑 ， 费用极其便宜 ， 方便 、 惠
民、 环保、 节能。 自从有了共享
单车， 我家的小轿车就 “失宠”
了 ， 爸妈在手机上下载了APP，
到哪儿都能骑共享单车 。 爸爸
说： “骑自行车低碳环保又锻炼
身体， 何乐而不为。”

从 “三八大梁 ” 到共享单
车 ， 祖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
化， 老百姓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 这变化， 将激励我们
一往无前！

□赵闻迪
从“三八大梁”到共享单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