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职工素质建设工程
职工读书沙龙

职工荐书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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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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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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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友情怀
■图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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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 李哥大学毕业， 分配
到矿务局工作， 工作了不到三个
月， 李哥和单位另外十位年轻的
大学生在党支部书记老罗的带领
下， 来到外省建矿。 到了矿区，
大家都傻眼了， 满眼一片荒芜。
内蒙古的冬天， 气温极低， 北风
一吹， 像刀割一样疼痛。 夜里零
下二十几度， 大家住在自己搭建
的活动板房内， 房内生着炉子，
白天大家围着炉火， 身上还感觉
有点温度； 夜晚躺在被窝里， 特
别是后半夜炉火也不旺了， 虽然
铺着电褥子， 感觉身体也被冻成
了冰棍。 有时北风突然发威， 房
顶都被掀了起来， 大伙儿还得从
被窝里爬出来修理屋顶。

那时煤炭行业不景气， 新矿
区条件又如此恶劣， 大家都想撂
挑子回家， 反正有学历有技术，

再找份工作也不是难事。
老罗从行囊中取出一个信

封， 里面装着二十几位年轻姑娘
的照片 。 老罗清了清嗓子说 ：
“这是省矿业学院的女生， 明年
大学毕业 ， 分到我们矿务局实
习。我向局领导争取了名额，让她
们来我们新矿区。 明年夏天这里
就建设好了，新宿舍、新澡堂、新
餐厅、新办公楼，花园式的矿区。
我想这些姑娘只要来了， 就会爱
上这里。 ”老罗看了大家一眼，叹
息道：“我把她们争取来咱这里实
习，还不是为了你们。你们都是单
身汉，将来姑娘们来了，你们的恋
爱问题也能解决。如今，你们都要
走，随便吧。 ”

大家拿过姑娘们的照片仔细
看了一遍， 哎呀， 一个个要身材
有身材， 要模样有模样， 要气质

有气质， 十里八村也找不出这么
好的姑娘来。 老罗这人平时不苟
言笑， 大家都畏惧他三分， 但今
天这个福利大家乐意领取。 小伙
子们各自拿了一张自己中意的姑
娘的照片， 夹在硬皮本里， 要辞
职走人的话儿再也没说过。

经过大半年的紧张施工，矿
区地面工程基本建好了， 可照片
上的姑娘却迟迟未来。 有人沉不
住气，问老罗：“罗书记，姑娘啥时
候来？”“啥姑娘？”“要来咱这里实
习的女大学生呀。 ” 老罗抽了口
烟：“哦，那群姑娘呀，不都在你们
怀里揣着吗？ ”这老罗装疯卖傻是
想耍赖呀，“罗书记， 您忘了您去
年说的话了？ ”“没忘，矿区建设得
这么好， 你们还愁找不到心仪的
姑娘？ ”

李哥大着胆子问 ： “罗书
记， 您这是骗我们呀， 那些漂亮
姑娘的照片你是哪里弄到的 ？”
老罗笑呵呵地回答： “我有个同
学在艺术院校当老师， 我托他弄
了一摞艺校学员的照片。”

嘿， 万万没想到， 半辈子不
会开玩笑的老罗， 竟给大家设了
这么一个套。 虽然姑娘们没有从
照片上走进矿区， 但老罗的这个
谎言却温暖着大家度过了寒冬里
最难捱的岁月。 新矿区建成后，
大家都舍不得走了， 都戏称新矿
区为漂亮姑娘 。 二十多年过去
了， 李哥和当初建设新矿区的小
伙伴们一直坚守在那里， 为她辛
苦为她忙。

读完 《正面管教》 这本书，
收获良多， 使得对教育存在一些
困惑的我茅塞顿开， 下面具体谈
一谈我的感受。

《正面管教》 首先提出要运
用正面管教方法， 必须知道什么
是正面管教。 正面管教是一种既
不惩罚也不娇纵的管教孩子的方
法。 孩子只有在一种和善而坚定
的气氛中， 才能培养出自律、 责
任感， 合作以及自己解决问题的
能力。 和善而坚定这几个字对我
感触很深， “和善” 的重要性在
于表达我们对孩子的尊重 ， 而
“坚定” 的重要性， 则在于尊重
我们自己， 尊重情形的需要。

在我以前的观念中确实知道
对学生教育态度要和善， 但当学
生或孩子发生所谓的 “不良行
为 ” 时 ， 我也会理所当然地认
为需要制止这种行为， 而且态度
必须是明确、 坚定的。 但看到这
本书我才理解和善而坚定的正确

运用方法， 和善不是取悦也不是
在孩子犯错的时候的纵容、 放过
或者代劳， 而是要从态度、 情感
上尊重孩子； 而坚定也不意味着
惩罚、 说教和其他形式的控制，
而是在孩子发生不良行为， 家长
和老师要以坚定态度让自己、 孩
子和当时的情形都得到客观的尊
重， 并坚定和孩子一起或引导孩
子自己认识到 “不良” 行为发生
后果要自己承担， 并思考以后如
何避免。

大人与孩子的关系———我们
怎样来 “赢得” 孩子而不是赢了
孩子。 赢了孩子， 是大人在当下
制止、 纠正或只是从气势上战胜
了孩子。 而 “赢得” 就是要赢得
孩子的尊重。 要赢得孩子的尊重
必须要尊重孩子。 当孩子们觉得
你理解他们的观点时， 他们就会
受到鼓励。 一旦他们觉得被理解
了， 就会更愿意听取你的观点，
并努力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

孩子们感到你的倾听之后， 他们
才更可能听你的。 这才能赢得与
孩子之间的互相尊重。

《正面管教》 这本书， 是一
本真正的好书 。 其中很多的思
想、 方法， 在以后在工作和生活
中， 我还要继续加以消化， 并学
习使用。 相信它能开阔我教学管
理的思路， 能促进我与学生的师
生关系， 能推动、 引领我的教学
之路。

□北京市园林学校导游教研室 武燕燕

和善且坚定
———《正面管教》 读后感

小时候没觉出育红班的
刘老师个子这么矮， 还这么
瘦。 我有时会想： 是不是我
长大而老师变老的缘故？ 可
不， 我们小时候都上过育红
班， 育红班不叫幼儿园。 即
便时隔三十多年后的今天，
提到 “育红班” 三个字， 那
满满的年代感里还裹挟着一
股暖意。

刘老师大名叫刘小英 ，
在介庄教了一辈子育红班，
带出的学生像噌噌往上长的
韭菜， 一茬儿又一茬儿的。
刘老师衣着很朴素， 拗口的
普通话也朴素， 一如她那颗
朴素的孩子般的心。 现在想
想小时候刘老师的模样， 很
亲和， 很家常。 或许你这半
天见她在讲台上教你识字、
唱歌， 那半天就会看到她穿
着胶靴、 背着铁锨在田地里
浇地。

她谈不上厉害， 永远那
么慈爱。 一屋子几十号娃娃
们上起课叽叽喳喳地像一大
窝麻雀。 只要老师从兜里掏
出哨子一吹， 再铿锵有力地
对着孩子们喊个 “一二三”，
立马孩子们条件反射似的背
着手坐得端端正正。

教室里的一角， 永远摆
放着一架脚踏木琴。 刘老师
双手弹奏教我们唱的儿歌，
如今还记忆犹新。 刘老师是
村里的民办教师， 没上过正
规师范， 或许也不懂得什么
和声伴奏、 跨八度伴奏， 我
注意过她的双手， 左手伴奏
时有时她用一根指头， 有时
用两根 ， 根据心情或习惯
了。 但是孩子们清脆稚嫩的
歌声永远与老师的琴声那么
和谐。

我1987年上的育红班 。
育红班就在介庄大队部一
楼 中间最大的屋子里 。 那
两扇吱吱呀呀直响的斑驳的
木门， 每次开过之后都需要
我们用两块不大的石头抵
住， 否则会自动弹回去把门
关住。 教室正前方是简易的

黑板 ， 教室后放着一个大
木 箱 子 ， 里面是我们表演
节目用的花朵、 碰铃、 木鱼
等等。

现在回忆起来， 我在育
红班时就潜藏着极大的表现
欲。 因为每次看到老师挑出
那么多男孩子女孩子给他们
编排舞蹈而没挑我时， 我总
是那么沮丧。 其实， 不得不
佩服刘老师的智慧， 她很擅
长动脑子编排舞蹈。 我上小
学时见过她给学弟学妹们排
的 《我有一顶小草帽》 《我
是一个粉刷匠》。 这两个节
目在某年六一时， 专门在南
云门大礼堂演出 。 演出当
天， 孩子们的脸上各个儿画
得像猴屁股 ， 眉毛又粗又
黑， 嘴唇红得要命， 那时候
的孩子们就喜欢让老师一个
个扒拉着自己的眉头和脸蛋
给自己画。 再拙劣的化妆技
巧， 孩子们都觉得是一种至
高无上的荣耀。

那年月都用铅笔， 孩子
们写作业时， 老师会坐到讲
台上， 不停地帮一个又一个
的孩子削铅笔。 窗外有稀疏
的鸟鸣， 有暖暖的阳光， 教
室里有嗡嗡嘤嘤的私语， 还
有的就是老师削铅笔时那歘
歘歘的声音。

刘老师年轻时， 在村里
剧团也演过大戏， 演过 《桃
花庵 》 中的陈妙善 ， 演过
《桃李梅》 中的袁玉梅。 大
约四五年前， 在三叔的养鸡
场 ， 我还现场听过她唱的
“玉梅我合书卷走出书房”。
看着刘老师花白着头发， 张
着瘪瘪的嘴巴， 像孩子般认
真地唱着这段欢快的流水
板 ， 我当真感觉到老师老
了， 遂鼻头陡然一阵泛酸。

每每在介庄街上见她 ，
还会满脸笑着亲切地叫一
声 ： 刘老师 ！ 擦肩而过之
后 ， 还会想起老师脚踏琴
的声音， 还有老师口中清脆
的哨声， 以及老师拗口的普
通话。

□张方明 文/图

1987，育红班的刘老师

照片“取暖” □马海霞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