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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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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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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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友情怀

周一早上， 我给生活区洗衣
房送报纸， 一进院子就听到一阵
“哼哧哼哧”的声音，走进工作间
一瞧， 原来是李萍姐蹲在水池边
搓床单。初冬的天气已经很凉了，
她的双手冻得通红， 随着手臂用
力，消瘦的肩膀一抬一抬的，额角
上缀满细碎的汗珠。 我问：“怎么
不用洗衣机洗？”她抬头笑笑：“洗
衣机又坏了。”洗衣房一大一小两
台洗衣机有年头了， 隔三差五闹
点小毛病。 “这一大堆被单，人工
洗多累啊！ 送到检修宿舍洗衣房
吧。 ”我建议。 她摇摇头：“这两天
现场有施工任务， 检修人员工作
服换得勤， 那边的洗衣房忙不过
来，别去给人家添麻烦了。 哦，对
了， 我刚刚写好维修洗衣机的缺
陷单，没来得及送到部门，麻烦你
捎过去吧。 ”“行。 ”

走在路上， 看着李萍姐一笔
一划填写的缺陷单， 一些跟她有
关的往事浮现在眼前。

李萍姐是生活区洗衣房的班
长， 生活区洗衣房负责大小职工
食堂、 招待所、 办公室和客车队
布单的洗熨， 工作量很大。 我第
一次见到李萍姐是两年前的一个
冬天， 当时， 洗衣房外放着一只
大箱子， 站着几个人， 似乎发生
了争执。 我走过去一问， 原来是
检修宿舍洗衣房想把衣物送过来
洗， 生活区洗衣房当班的女工不
乐意。 这时， 一位身形瘦削、 面
容和善的女工小跑过来， 看了一
眼地上的箱子， 用温和却坚定的
语气说： “收下来吧！” 旁边的
人立马抗议： “李萍姐， 咱们自
己还有一大堆活儿呢， 再收下这
个， 得干到什么时候？ 再说， 这
些连体服、 帆布工具包又是铁锈
又是油污， 浸了水比石头还沉，
最难洗了！” 李萍姐弯下腰抓住
箱子把手往院子里拖， 一边拖一
边说： “人家要不是忙不过来，

也不会开口麻烦我们。 这份额外
的活儿， 我加班做。” 我忍不住
跟进去， 只见她把衣服一件一件
取出来， 先抖几下， 再把口袋翻
过来细细检查， 把遗落在口袋里
的钥匙、 螺丝钉、 别针等小东西
分门别类地放进墙架上的一排盒
子里。 有的连体服又长又宽大，
她得伸直手臂、 踮起脚尖抖动；
有的连体服上有未干的油污， 她
就涂抹上皂液， 用细毛刷反复轻
刷， 不急不躁。 她的眼睛始终盯
着手里的活儿， 嘴唇紧抿着， 一
会儿站起一会儿蹲下， 一会儿弯
腰一会儿扬手， 神情专注、 动作
麻利 ， 像是在跳一种特殊的舞
蹈 ， 竟把我看呆了 ， 难怪有人
说： 工作中的女人最美丽呢！

听其他女工说， 过去的洗衣
机没有脱水功能， 洗完后得人工
捞出来拧干 ， 再拿到院子里晾
上。 李萍长得瘦小， 有一次站在
板凳上晾窗帘， 劲道没拿捏好，
仰面朝天摔了下去， 半个月都直
不起腰。 大家劝她在家休养， 她
不肯， 咬着牙上班。 过去没有大
型熨烫机， 得人工熨烫， 李萍拎
着沉重的熨斗， 弯着腰在工作台
上一点一点熨衣物， 熨一会儿，
直起腰歇一会儿， 额头上都是汗
珠。 因为条件艰苦， 许多女工待
一阵子就想方设法调走， 只有李
萍踏踏实实扎下了根。

有热心人劝她：“洗衣房条件
差、工作繁琐又不被重视，你干嘛
不想办法换个岗位？”她笑笑：“什
么样的工作都得有人做。 ”有人说
她“傻”，她淡然一笑。

我喜欢看李萍姐干活。 她干
活时专注从容、 有条不紊、 行云
流水的样子让我觉得她热爱工作
并且享受这份工作带来的乐趣、
自信和成就感， 也让我明白： 认
真投入地去做一件事情是多么美
好动人。

□□关关明明

■独家连载

司机权益求保障
工会网上建家园

“不论这些货车司机的身份
和劳动关系性质如何， 但他们本
质上属于劳动者， 也是工会组织
发展与维护权益的对象。”

———宣怀民的观点

按照南川市总工会的工作部
署 ， 发展出租车司机 、 货车司
机、 快递员等流动职工群体入会
的工作， 由吴启南负责。

在布置工作时， 宣怀民拿出
一份材料说， 货车司机是一个重
要的劳动者群体， 调查显示， 全
国物流货运行业共有货运司机
1898万名， 货车1352万辆， 全年
完成货运量334亿吨， 占全社会
货运总量的76%， 完成总产值约
3万亿元， 超过GDP的5%。 但是
货运司机中普遍存在工作强度
大、 工作时间不规律、 工作环境
艰苦、 收入待遇低等问题。 据了
解， 货车司机每天累计工作时长
多为12小时以上， 平均一个月只
能休息3—5天 ， 与家人聚少离
多； 八成以上的司机出车时无法
按时吃饭， 超过半数的司机直接
睡在车上， 因长期驾驶患有颈椎
病、 胃病等慢性病。

宣怀民说： “这是一个长期
被忽视群体。 我们常说劳动最光
荣， 劳动者最伟大， 近2000万货
运司机用他们吃苦耐劳的奋斗精
神， 为中国物流作出了贡献。 我

们工会必须关心他们的权益。”
吴启南说： “在当前这种情

况下， 如何把他们组织起来， 至
少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 首先是
身份和劳动关系问题。 这些货车
司机中有一部分受雇于货运企
业， 劳动关系比较明确。 还有相
当一部分是受雇于车主个人， 以
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 也符合职
工入会的条件。 但是还有第三部
分人， 他们本身既是车主、 又是
司机， 货运收入就是他们的劳动
收入。 他们到底算不算职工， 是
不是工会发展会员的对象？”

宣怀民说： “不论他们的劳
动关系与生产性质如何， 但从我
们了解的情况看来， 他们本质上
属于劳动者， 也应是工会组织发
展与维护权益的对象。”

吴启南说： “货运司机的工
作处于高度流动之中， 如何把他
们有效地组织起来， 需要想一些
新的办法。 我认为， 要充分利用
网络载体和手段， 在网上把他们
组织起来， 维护他们的权益、 服
务他们的需求。”

吴启南对于网络技术熟门熟
路， 他找到原工作单位电子信息
技术研究所， 很快开发出一款名
为 “工惠驿家” 的手机APP， 里
面集成了入会、 维权、 宣传、 教
育等服务 ， 还推出货运物流信
息、 货车专用地图、 司机气象服
务 、 优惠加油 、 车辆保险等业
务， 为货车司机提供全方位的维
权和普惠服务。

货车司机郑道乾成为 “工惠

驿家” 的第一个试用者。
在工会向他推广时， 郑道乾

说：“哦，原来又是个货运软件。现
在我手机里就有好几个，货拉拉、
运满满、 货车帮……名字起的不
是像个同性恋、就是像个农民工，
或者像个黑社会。 你们的名字比
他们好听点，此外还有啥区别？ ”

吴启南说： “当然有区别，
区别大了。 你手机上的那些， 哪
一个都是盯着你的钱包， 着眼点
都在货车、货物、货款方面。 我们
这个‘工惠驿家’，是侧重于针对
货车司机开展服务。 你们现有的
APP功能， 我们这里也全有。 而
且， 我们还通过提供优惠服务，
吸引司机加入工会 。 这个APP，
就是虚拟的工会会员卡和职工服
务卡， 你加入工会了吗？ 没有加
入的话 ， 现在就可以在线上申
请， 我们马上给你办入会手续。”

郑道乾说： “加入你们， 一
年要交多少钱啊？”

吴启南说： “服务职工和会
员是工会的天职， 我们不收钱！”

郑道乾说： “原来有这么多
好处， 那我现在就加入！”

在出租车行业建会入会集中
行动中， 市总工会也采取了类似
的措施。 赵志利、 辛孟安等人通
过不同的方式加入工会， 成了工
会会员。 辛孟安还组织了一个学
雷锋车队， 在市区内免费接送老
人、 高考考生等， 成为闻名朔方
省内的服务明星， 后来还获得了
五一劳动奖章。

（连载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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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一大早，有人敲门，开门
一看是小姨。

小姨气喘吁吁的， 脚边放着
一只编织袋。

编织袋弄进屋， 小姨顾不上
喝一口水， 把袋里的东西一样样
往外拿。 两个南瓜、一捆香芹、嫩
芫荽、萝卜缨子，还有一个纸箱，
纸箱里是几十个土鸡蛋。

小姨隔段时间就会来我们家
一次，每次来都有个编织袋，春天
的野菜，夏初的桃、李、杏，秋天收
上来的新米、 新果， 冬天里的莲
藕、荸荠等等，还有年底时杀的土
猪肉。母亲说，小姨就好像是我们
家的小超市，不过去超市要付钱，
小姨却不要钱。 很多次母亲把钱
塞给小姨，小姨坚决不要。有一次
母亲发了“狠”说，不要钱下次不
要你进门了。当时小姨眼圈一红，
竟嘤嘤哭了。

小姨当年嫁给小姨夫费了很
多周折。小姨和小姨夫是同学，小
姨夫那时家里条件不行， 他的家
在一个四面环山的偏僻山村，只
有三间老房。 外婆给小姨相好了
人家，小姨不肯，铁了心要嫁给小
姨夫。 小姨从家里偷跑出去和小
姨夫结了婚，结婚当天，只有母亲
来参加了小姨的婚礼。

婚后头几年， 是小姨一生中
最灰暗的日子。 小姨怀着表妹快
要临产，挺着肚子来我们家，母亲
给她找的产科医院， 又给她垫付
的医药费。母亲止不住埋怨小姨：
“你看看， 咱妈给你找的那家多

好，你非得要自己嫁，看你这日子
过的。 ”小姨不说话，泪流了满面。

小姨生完产回家后， 极少再
到我们家来。有一天母亲加班，我
放学后去她单位等她一起回家。
那天回来晚，楼梯间没灯，走出楼
道口， 隐约见门口蹲着一大一小
两个人， 走近了一看， 大人是小
姨，小的是刚两岁、小姨的女儿我
表妹晴晴。 见母亲回来， 小姨起
身，怯怯地叫了声“姐”，又拽过小
表妹：“晴晴，快叫‘大姨’！ ”

晴晴扎个独角辫， 穿着明显
是件旧衣服改小的上衣， 左袖口
处打着块颜色不同的补丁。 进了
门，小姨放下个蛇皮袋，从袋里掏
出一个南瓜、两把韭菜。小姨小心
地看着母亲，陪着笑脸，嗫嚅着：
“姐，也没啥给你拿的，这自家地
里产的……”

母亲看也没看小姨的 “礼
物”，只鼻子里哼了声：“好稀罕。 ”

母亲脸虽难看， 小姨还是腆
着脸开了口，她找母亲借钱。晴晴
的爷爷病了，住院。 母亲叨叨，她
爷爷病了关你啥事。说归说，母亲
刀子嘴豆腐心， 还是拿了钱给小
姨。小姨走时，母亲又把家里的旧
衣服收拾了些， 装了大半蛇皮口
袋。我那时候小，小姨可怜巴巴的
神情，一直记在我心里，直到现在
想起来，心还隐隐作痛。

那次以后好几年， 我再没见
过小姨。

时光荏苒，世事轮回，如今的
小姨今非昔比。 她那个村子2012

年被评为“传统村落”，吸引了不
少游客。 小姨夫承包了数十亩荒
山，办起了土鸡散养场，又挖了鱼
塘，自然养鱼。地里种的纯天然无
污染绿色蔬菜，家里开了个“农家
乐”。 当年被母亲瞧不起的南瓜、
韭菜，现在成了“香饽饽”，来村里
的游客竞相抢购。

小姨早就成了我们家的常
客， 我们吃的基本都是小姨送来
的。 起初母亲给钱， 小姨不要 。
有一次， 母亲把家里的衣服又收
拾了一大包 ， 有的衣服还九成
新， 要小姨带回去。 小姨哈哈笑
说 ， 姐 ， 现在新衣服都穿不过
来 ， 这衣服算了吧 。 母亲讪讪
地， 你老给我们送东西， 这咋好
意思。 小姨说， 姐， 你别往心里
去 ， 当年不是你们 ， 哪有我今
天， 你们的情， 我都记着呢！

小姨这一说 ， 母亲的泪哗
哗的。

□韦耀武母亲和小姨

矿矿山山““后后勤勤兵兵””
□赵闻迪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