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稿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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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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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图片故事

冰棍儿·拐棍儿·什锦糖
俗话说：上身长，下身短，不

是馋，就是懒。我虽然并不符合这
个条件，但仍然馋出了境界。姐姐
懂事，哥哥听话。 只有我，比猫还
馋，用老妈的话说，就是吃了五谷
想六谷，成天数算着吃。

一到夏天， 我就被村里那个
卖冰棍儿的吸引了去， 仿佛一个
小铁屑被牢牢吸在吸铁石上， 跟
着他满村子转。 看着他变戏法儿
似的， 把一根根充满魔力的冰棍
儿， 从一个盖着棉被的大木箱子
里拿出来， 递给把手举得最高的
孩子 ， 同时把一分的硬币接过
来。 拿到冰棍儿的孩子迫不及待
地把冰棍儿塞进嘴里， 吸溜吸溜
地吸吮起来。

那贪婪的小模样， 让我打心
眼儿里羡慕。 揣在兜里的小手，
恨不得把那枚一分的硬币攥出水
来。 盘算着哪会儿把它交出去，
享受那根美味的冰棍儿更合算。

每次从家里出来之前， 都会与家
长斗智斗勇地磨半天嘴皮子， 才
能如愿以偿地得到一分钱。 一分
钱一根的纯冰冰棍儿 ， 买上一

根， 一口一口舔着吃， 能吃上半
个小时呢。 凉凉的、 甜甜的， 在
当时那个生活条件拮据的年代，
这是我为自己争来的一项福利。

老实巴交的姐姐和哥哥是没有这
个待遇的。

后来， 冰棍儿渐渐丧失了对
我的吸引力， 我这粒小铁屑摇身
一 变 ， 成 为 另 外 一 种 美 味 零
食———拐棍儿的追逐者。 明明是
入口的零食 ， 为什么叫拐棍儿
呢？ 因为它的形状像极了老人手
里拄着的拐杖， 俗称拐棍儿。 不
但形状很像， 就连长短粗细都一
般无二， 只是颜色和硬度不同。
因其口感酥脆香甜， 它还有一个
好听的名字 “膨香酥”。 是孩子
们端着玉米糁排半天队才爆出来
的 。 新爆出来的拐棍儿口感极
佳， 吃上了就停不下来。 直到大
人实在担心吃太多会流鼻血， 强
行收走才肯罢休。

馋嘴的小孩子， 总能变着法
儿地为自己谋取福利， 所谓会哭
的孩子有奶吃， 说的就是这种现
象。 村里的小商店出现后， 我就

喜欢充当家里那个跑腿儿的孩
子， 打个醋啊、 买个盐啊， 但凡
需要跑腿儿的差事， 爸妈第一个
想到的总是我。 父母忙得没时间
去 ， 哥哥好静懒得去 。 姐姐大
了， 得在家里哄弟弟。 我也乐得
去， 好趁机揩点油。

杨老根的小商店里， 最吸引
我的莫过于写着 “什锦” 二字的
水果糖了。 那时不认识前面两个
字， 一边把一毛钱递给杨老根，
一边迫不及待地嚷嚷着 ： 爷爷，
我买 “神绵糖”。 消瘦黝黑的杨
老根便和蔼地笑着， 抓一把糖果
在柜台上数好 ， 放到我的小手
里 ， 叮嘱道 ： “这次搭你一块
儿， 赶紧掖好喽！”

时间如白驹过隙， 转眼几十年
过去了。那个踮着脚尖向柜台里张
望的小女孩，如今已近知命之年，
可是那些曾经追过的零食们，仍
历历在目，香甜了整个童年。

□张冬娈 文/图

□□关关明明

■独家连载

出租车业态生变
闹停驶劳而无功（下）

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一，南川
市的街道上果然几乎没有一辆出
租车上街。但是交通并没有乱套，
市民反映平静。 由于没有了平时
横穿乱闯的出租车， 拥堵的道路
显得通畅了许多。 公交车明显增
加了班次， 市民生活基本没有受
到影响。

第三天情况和前一天差不
多。网约车平台加大了派单数量，
出行的市民除了坐公交之外，还
可以随时招到网约车辆。 市里各
单位的应急车辆解除了值班。

第四天， 公交公司的加班车
辆恢复了原来的线路和频次，交
通状况没有受到影响。

第五天， 公安局的警力派上
了用场。 因为有少数出租车忍受
不住没有生意的影响， 开始上街
揽活。 少数司机受到了同行的拦
阻、恐吓甚至砸车、驱赶乘客等威
胁。赵志利的汽车前风挡，又被那
个黑汉子胡三胖砸了一回。 前两
天还声称帮他打架的， 今天却把
他打了，赵志利气得直跳脚。警察
迅速出动， 制止了这几处零星的
案件。

第六天， 上街的出租车更多
了。毕竟闲在家中没有收入，车辆

的各种费用一样不少， 时间长了
谁也耗不起。

第七天，出租车全面复工，街
道恢复了以往的热闹与拥堵。

可是南川市民不干了， 他们
纷纷向市政府反映， 前些天的交
通状况挺好的， 这些出租车一上
街，道路又乱了。有的人在网上发
帖子， 强烈要求出租车继续待在
家里，以后不要上街了。

这一结果， 宣怀民和辛孟安
都没有想到， 闹事的出租车司机
更没想到。只有吴启南气定神闲，
好像早在意料之中， 胸有成竹的
样子。

宣怀民问 ：“看样子你是对
的。 你是根据什么这样判断的？ ”

吴启南说：“恭喜发财， 红包
拿来！ ”

收到红包后， 他才悠悠地对
宣怀民说： “这就是互联网+的
力量。”

他说：“很久以前， 打个电话
能叫来一辆车， 那是你们领导才
有的特权。 如今每个人在手机上
操作一番， 就有车辆赶来为你服
务。说明什么？说明互联网极大地
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网约车不仅
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甚至改变了
出租车行业的生态， 传统的出租
车再不及时调整， 就很可能被淘
汰出局。这种情况下，他们不是抓
紧改善服务，还罢什么工！事实证

明，他们不上街那两天，疏解了城
市拥堵，受到市民欢迎。 ”

宣怀民说：“互联网带来的变
化，影响的是社会的方方面面。我
估计，出租车行业最后的出路，一
定是两者融合发展。 ”

吴启南说：“真正的危险，恰
好在两者融合之后。 两家联手以
后，如果管理不能及时跟上，一定
会形成事实上的联合垄断， 比任
何一家单独宰客都狠。 ”

宣怀民说：“出租车司机这个
群体，必须建立工会组织了。 ”

“还有货车司机。 ”吴启南说。
宣怀民有些奇怪地看着吴启

南，说：“你怎么想到这个问题？上
次开会的时候， 全总领导就布置
了这项工作。 刚回来我忙着处理
出租车的事，还没来得及安排。 ”

吴启南说：“我是听宣扬、建
华他们兄弟几个说的。 他们在路
上遇到个货车司机， 听他吐了一
肚子苦水。回来说给我听。我在网
上查了一下， 才发现这是一个数
量巨大的群体。同时，也是我们长
期忽视的工作死角。 ”

宣怀民说：“那么， 这项工作
就交给你了。 ”

吴启南露出一脸苦笑说：“宣
主席， 我有点后悔和你说上面那
些话。 ”

宣怀民笑着拍拍他肩膀说：
“来不及了。 ” （连载26）

（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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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您踊跃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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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冬天， 生产队长派人
进了趟城， 回来时拖拉机上放了
个大箱子。 不一会， 村头的大喇
叭里传来队长那兴奋得跑了调的
声音： 老少爷们儿晚上都来仓库
看电视啦。

电视？ 啥是电视？ 我问妈。
我妈摇摇头， 她也不知道。 到了
晚上， 村里人都挤在生产队原来
存放粮食的大仓库里， 看着那个
古里古怪的东西， 那东西里有几
个小人儿正在又唱又跳。 有的人
就说， 这不是电影吗？ 就是比电
影小。 队长笑了， 这是电视机！
他挥着双手， 骄傲地说， 方圆七
八个村， 我们村是第一个买电视
机的。

那晚， 队长郑重地把仓库的
锁和钥匙交给冬林哥， 让他保管
电视机。 队长还警告大家， 除了
冬林， 谁都不能动这电视机， 谁
动坏了叫谁赔。 这东西， 太金贵
了。 听队长这么一说， 妈妈们都
叮嘱自家的孩子， 敢动电视手给
你打断， 弄坏了咱可赔不起。

从那天起， 一向冷清的仓库
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磁场， 把全村
男女老少都吸引了过去。 每当夜
幕降临， 乡亲们像赶大集看大戏
一样前呼后拥去看电视。 乡村的
夜晚不再寂寞无聊， 仓库里笑语
喧哗， 异常欢腾。

那年大年三十儿下午， 我妈
打发我哥去邻村， 请姥姥全家来
看春晚。 吃过团年饭后， 我们不
再像往年那样满村跑着放鞭炮打
灯笼玩， 而是夹着板凳前去仓库
占位置。 我们到仓库才发现都快
插不进脚了， 除了村里人， 还来
了许多外村人。

开电视机的冬林哥来得晚了
些 ， 他高嚷着 “让一让 ， 让一
让”， 却怎么也挤不进来了。 仓
库 的 门 口 也 站 满 了 人 ， 后 面
的 人 使劲推着前面的人 ， 前面
的人无奈地叫喊： “别推了！ 站
不住了！”

不知谁喊了一声： “把电视
搬到外面去！”

很快， 仓库门口支起一张大
高桌， 电视机放在桌子上， 大家
在后面散开 ， 板凳一排排向后

摆， 没位子的站在后面。 站在最
后面的人垫几块砖伸长着脖子，
仍然看得兴致勃勃。 有的孩子还
骑在大人的肩上呢， 那架式， 就
和看电影一个样。

第二年， 村里出现了家庭购
买电视机的热潮， 我家也买了台
14寸的黑白电视， 前去仓库里看
电视的人日渐稀少， 外村也再没
有人来过， 仓库又成了村里最冷
清的地方。

1990年， 电视剧 《渴望》 大
热， 我妈也成了 “慧芳” 迷。 为
了更好地看电视剧， 我妈果断淘
汰 了 那 台 黑 白 电 视 机 ， 买 了
台 29寸彩电 。 晚上 ， 我们全家
坐在沙发上， 听着 “悠悠岁月”，
骂着现代陈世美 “王沪生”， 为
善良的 “慧芳” 感动得流眼泪。
电视剧看完， 我妈擦擦眼睛， 感
叹地说， 大彩电就是好， 看着就
是得劲。

过了几年 ， 我妈又紧跟形
势， 买了全套的家庭影院， 和电
视机连在一起， 隔三差五就来个
家庭卡拉OK大赛。 我们兄妹唱
流行歌曲， 爸妈唱民歌或戏曲，
家里像个热闹的大戏台， 别提多
欢快了。

前年 ， 我给妈换了智能电
视， 和电脑WiFi连接， 看节目更
方便了。 但我妈已经学会了刷微
信， 在手机上追起热播剧来更是
一发而不可收拾。 为了老妈的身
心健康着想， 我只好时不时偷偷
地把WiFi关掉。

□杨莹看“大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