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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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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相册

■工友情怀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我和老公结婚两年后， 便有
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全家人自然
喜不自禁。 可因为老公是一名军
人， 我的爸妈和公婆又都住在农
村， 老公远在外地， 我在家既要
当爹又要当妈， 尝尽了带儿子的
酸甜苦辣。

儿子7岁开始上小学， 虽然
有了学校教育我要轻松一点， 但
他总有疯不完的劲儿， 每次在外
面与别的孩子玩耍受伤或忘了按
时回家， 我总要责罚他。

有一次临近放学 ， 大雨滂
沱， 我急急忙忙从单位骑车往学
校赶。 早上送儿子上学时， 我就
与他约定， 中午在校门口接他。
雨越下越大， 骑着电动车的我被
雨水灌了个透， 浑身衣服湿漉漉
的， 冷得直打颤。

因为骑行困难 ， 已经过了
放 学 时 间 ， 我一边奋力蹬车 ，
一边担心着守在校门口的儿子，
他会不会和我一样被雨水淋湿？
他会不会因为没有等到我， 呆在
风雨中哭？ 我就这样担心着赶到
了校门口。 让我意外的是， 校门
口的学生已经走得差不多了， 我
在雨中左顾右盼， 就是不见儿子
的踪影。

此时的我又冷又饿， 想到早
上我与儿子约定， 叫他一定要在
校门口等我， 可我找遍了学校和
教室也没有发现儿子。 我的心里
顿时像是腾起了一个大火球， 剧
烈燃烧， 一边急急地寻找， 一边
暗暗发誓， 今天找到儿子， 一定
要狠狠地收拾他一顿， 看他今后

还敢不敢乱跑， 不听我的话！
万般无奈， 我带着巨大的怒

气骑车从学校往家赶。 我努力用
手抹着眼眶前的雨水， 渴望能从
马路边发现儿子的身影。 可我一
路找到家， 也没有发现儿子的下
落。 正当我心急如焚、 万念俱灰
走进家时 ， 却发现儿子早已到
家。 霎时， 我满腔的怒火终于暴
发， 声嘶力竭对着儿子怒吼， 叫
他跪下。 我拿来戒尺， 对着儿子
的屁股一顿猛打 。 我一边打儿
子 ， 一边吼叫 ： “让你不长记
性， 让你再乱跑， 让你被人贩子
拐去……” 那是我第一次歇斯底
里体罚儿子。

见我像一头怒狮 ， 已经知
错的儿子浑身颤抖， 他不停向
我道歉， 抽抽咽咽辩解说： “今
天要下雨， 学校提前放了学， 我
怕你冒雨来接我淋湿了衣服， 我
就提前走回了家， 下次我再也不
敢了……”

原来， 眼见要下雨， 儿子担
心我接他会淋雨， 就提前独自一
个人从学校走回了家。

想到一个人在家带孩子的
苦， 想到小小儿子提前回家， 竟
然是不想让我多吃苦！ 那一刻 ，
我悔恨万分， 立马扔掉手中的戒
尺， 和儿子抱头痛哭。

天下父母没有不爱孩子的。
可在孩子成长中， 我们最容易做
错的，就是以爱为借口，一遍又一
遍执意要去伤害孩子。殊不知，有
时在这种伤害的背后， 我们忽视
的，却是孩子对父母的爱。

□鲍海英 文/图孩子的爱

网络的存在 ， 让天涯风
景 ， 也可以近在咫尺 。 而今
在微信朋友圈里欣赏别人发
出的风景 ， 总觉得隔着手机
屏幕 ， 还是显得有些干枯 ，
没有身临其境的感受而贯通
内心。

让我们在春天蜜蜂的嗡
嗡嗡声中 ， 把目光眺望到那
些在春色中逍遥游的古代文
人们。 在春天的浩荡天地间，
他们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 ，
才流传了那些星汉灿烂的诗
词歌赋。

就说李白， 这个典型的
游 子 ， 差 不 多 大 半 生 都 在
“江湖 ” 飘摇 。 早年 ， 他也
是曾梦想当 “公务员 ” 的 ，
内 心 也 为 此 有 过 纠 结 ， 后
来 闲 逛 久 了 ， 才 发 现 做 一
只 闲云野鹤真是一件美事 、
幸事。

有人做过统计 ， 按照中
国目前的34个省 （市 ） 自治
区 ， 李白一生旅游了差不多
一大半地方。

在他的诗文里 ， 他总共
到过206个州县， 登过80多座
山 ， 游览过60多条江河川溪
和20多个湖潭 。 说他是中国
古代第一旅游家 ， 其实一点
也不为过。

那年代， 李白的自驾游，
顶多是一匹忠厚的马 ， 他去

拜望一位友人 ， 万里迢迢 ，
把一匹马都骑瘦了 ， 你就明
白 ， 古代的友情为何那么深
厚了。

知道古代文人在春日里
喝酒最爽的事吗 ？ 那就是曲
水流觞了 。 一群文人在团团
围坐的水面上游放置酒杯 ，
杯随水流 ， 流到谁面前 ， 谁
就取杯把酒喝下 。 喝得微醺
的文人 ， 拈花微笑 、 拈须作
诗 ， 春水在心头荡漾 ， 诗情
在云天里飘荡。

历 史 上 最 著 名 的 一 次
曲水流觞活动， 就是王羲之
在兰亭举行的上巳节修禊活
动 。 那天是农历三月三 ， 老
王和一群性情相投的文人雅
士们在水边喝了酒 ， 乘兴一
挥而就写下了千古名帖 《兰
亭集序》。

苏东坡也是我喜欢的一
个宋朝大文豪。 老苏这个人，
玩儿心特大 ， 一辈子的好时
光大都是在旅途上晃荡 。 自
古文人向往的就是自由 ， 在
天地这个大笼子里翻滚 ， 才

是他们人生的好状态 。 随便
举 一 首 老 苏 的 《蝶 恋 花 》 ：
“燕子飞时， 绿水人家绕。 枝
上柳绵吹又少 ， 天涯何处无
芳草？”

其中 “天涯何处无芳草”
被后来许多人当作失恋以后
抚慰自己心灵的 “鸡汤” 了，
真得感谢老苏在几百年前的
春天写下这旷世佳句。

知道旅游鞋的古代版吗？
那人是晋朝的著名山水诗人
谢灵运 ， 据 《南史·谢灵运
传 》 记载 ， 此人有一套郊游
的专业 “行头 ” ， 头戴曲柄
笠 ， 脚蹬木屐 ， 可谓当时的
“骨灰级驴友”。

这种 “木屐 ” 被当时的
人称为 “谢公屐”， 前后都有
齿钉 ， 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
一种登山专用旅游鞋。

看一看古代文人们踏青
的往事 ， 可以让我们在万物
蓬勃的春天仰望苍穹 ， 脚踏
大地 ， 有云雾植物的气息 ，
把我们缭绕 ， 有历史发酵的
酒香， 把我们深深灌醉。

□李晓春色逍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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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来长得喜庆， 总是乐乐呵
呵的。 我跟顺来一个班组， 他中
专毕业后就一头扎到了轮旋组。
轮旋组工作简单， 老人常说， 就
是狗挂个大饼子都能干， 这好像
把轮旋组的人说得一文不值。

其实 ， 一句玩笑话 ， 并非
如此。

轮旋组工作虽然智能化比较
前卫， 但少不了人的参与， 而且
这种 “参与” 关系到轮对的使用
寿 命 ， 很 多 轮 对 并 不 是 因 为
使 用 结束使命的 ， 而 是因为旋
修不当缩短了使用寿命， 所以轮
旋工作被职工戏称 “修脚师 ”。
车 辆 轮 对 相 当 于 火 车 走 行 的
“脚”， “脚” 的好坏直接影响到
火车的速度。

跟顺来一起毕业的中专生不
少都进了科室， 顺来还在班组干

最辛苦的工作。 其实， 顺来一点
也不眼红， 就包括现在， 单位以
比武的形式来划定系数， 顺来也

不会因为这事找关系。
顺来说 ， 他没有什么大志

向， 就想做好本职工作， 做能做

好的， 尽可能做精。 其实这也是
一种人生态度， 陈力就列， 大概
就是这个态度吧。

单位实行 “系数分配 ” 以
来 ， 很 大 程 度 上 影 响 职 工 奖
金 分 配 ， 单位领导想了办法 ，
按能力说话 。 顺来这种不蔫声
不 蔫 语 就是闷头干活儿的人终
于来了机会。

比赛当天， 顺来还像平常一
样， 该怎么测量还是怎么测量，
不急不缓， 尽量花费更多的时间
做好轮对旋修前的测量准备工
作， 细心把这些数据输入到智能
机中。 一次旋修不到位的， 就做
到精旋两次， 这有助于保护刀头
和踏面的尺寸， 节约了成本又保
证了轮对旋修质量。

我真为顺来捏把汗 ， 他这
“磨蹭 ” 的劲儿也真够人呛的 。

比赛结束了他能否弄个 “首席”，
谁 也 不 保 准 ， 顺 来 又 不 是 特
别看重。

经过选取十个轮对旋修的评
定， 虽然时间超了时， 但其他人
没有一个能达到顺来旋修质量
的。 顺来胜出了。

至此， 大家跟他开玩笑叫他
“修脚师傅 ”。 顺来不爱听 ， 他
说， “修脚师” 没有 “傅”， 多
了 “傅” 字， 自己感觉真是修脚
的人了。 “我现在可是 ‘首席动
车修脚师’ 了。”

顺来说， 不当 “首席” 前，
心里没有啥压力， 这 “首席” 二
字， 他感觉到了身上的责任， 他
不仅要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 还
要培养几个精兵强将， 努力配得
起这两个无上荣光的字， 把好轮
对旋修质量关。

□朱宜尧 文/图首席“修脚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