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在这70年中， 也许您或
您的先辈上过战场， 迎来了新中
国诞生的黎明； 也许您或您的先
辈为新中国建设奉献过青春和忠
诚； 也许您家里有一张照片， 见
证了70年历史的某一个瞬间； 也
许您的名字就叫 “国庆” ……

即日起， 本版开展 “我和我
的祖国” 征文活动， 征文围绕新
中国成立70周年主线 ， 以 “个

人” 与 “国家” 的关系为视角，
用文艺的形式生动展现人民群众
的爱国热情和家国情怀、 追求幸
福生活努力奋斗的精神风貌、 各
行各业的发展成就。

稿 件 要 求 ： 800 ~1200字 。
来 稿 请 注 明 “我和我的祖国 ”
征文活动， 并附上作者的详细个
人信息。

来稿请发至 ： ldwbgh@126.
com。

“我和我的祖国”征文 期待您的来稿

■征稿启事

我和我的祖国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读《全职爸爸》

□黄东光

新颖别致的家教宣言书

科学保粮 见证发展
□王士全

父父
亲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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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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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住院， 我在远方。
电话里， 父亲把自己的病情

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嘱咐我，
不必挂念， 一点小毛病， 治治就
好。 简单的话语却让远在天边的
我心头沉甸甸的。 承欢膝下萦绕
心头， 成了挥之不去的痛。

父亲说， 在远方要照顾好自
己 ， 别惦记家里 。 等忙过这阵
子， 就回家看看。

是啊， 回家看看。 父亲在，
家就在， 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
一直如此。

然而， 岁月总是不知不觉地
偷梁换柱。 父亲老了， 那个曾经
白手起家， 靠自己的双手盖起一
座崭新的红砖瓦房， 腰杆笔直，
天不怕、 地不怕的父亲， 脸上也
布满了蜘蛛网似的皱纹。

终于， 我回来了。
院子里鸡鸭成群， 一如既往

地热闹。 母亲说， 父亲闲不住。
身体刚好， 就在地里忙活。 村子
里很多年轻人都进城了， 地里都
撂了荒， 长了草。 父亲觉得不落
忍，就扛起头，种下瓜果蔬菜。

我皱起了眉头， 父亲年近古
稀， 天天种地得有多辛苦呀？ 况
且， 也赚不了几个钱， 累坏身体
可怎么办？

母亲说， 他乐呵着呢。 村里
的年轻人回村， 都喜欢家里种的
蔬菜。 说这是绿色食品， 在城里
买不到的。 东家送一提篮蔬菜，
西家再送一筐水果。 家里热闹着
呢。 这不， 知道你要回来了， 他
一大早就去菜园拔了生菜 、 苋
菜， 还去果园摘了水果。 嘱咐我
杀几只鸡， 说家里养的鸡吃粮食

长大 ， 不是激素催大的 ， 有营
养， 味道正。

我听着母亲唠叨着父亲， 眼
睛扫视一圈。 院子周围种上了月
季， 此时， 月季开放得正浓。

月季的枝条修剪得错落有
致， 一朵朵红艳艳的月季花争奇
斗艳。 我能想象着父亲拿着大剪
刀一棵棵修剪月季的身影。 墙角
放着几盆金鱼草， 厚实的小叶片
中间，金黄色的小黄花，活像正在
水里游泳的小金鱼。 父亲养的金
鱼草开花了。 我记得父亲说， 金
鱼草好养， 给点水就能活， 它开
出的花却不简单， 寓意 “年年有
余”呢，多喜庆！做人也应该这样。

父亲回来了， 挑着两筐蔬菜
水果。 父亲放下担子， 就 “咕咚
咕咚 ” 喝起了水 ， 我心疼父亲
说， 少种点地吧！

父亲说， 老胳膊老腿的， 就
得活动着。 权当锻炼身体了。 老
了老了， 把自个的身体养好， 不
当儿女的拖累是正经。

我忽然鼻子有点酸。
母亲说， 父亲自出院以后，

一直在吃药， 他总嫌药太贵， 浪
费钱。 于是， 就在别的花销上节
俭。 他总说， 只要能动弹， 就不
想拖累子女。

我知道父亲有些存款， 还有
退休金， 可他还是不舍得花。

父亲就是这样， 话很少， 他
要说的话都让母亲替他说了。 他
总是说得少， 做得多。

我要返城了， 父亲一大早就
起来 ， 从金鱼草上剪了几根枝
条，把一块小布条蘸了水，拧了几
拧，紧紧地包裹着金鱼草的根部，
再系了两层保鲜膜，才递给了我。
我接过来， 把金鱼草放在拉杆箱
的一角， 它将跟随我走过万水千
山， 在我远方的家里生根。

现在， 金鱼草已在我家里生
根， 开出了第一朵小黄花， 小花
像金鱼， 鼓起腮帮子在细语着父
亲那颗深沉的心。

参观首都粮食博物馆， 从
明清时代的通州大运河粮食漕
运， 到各个时期的粮食加工工
具、 器材、 机械， 再到今天的
老粮库、 老粮食加工企业从城
区外迁的时代变迁 ， 恍惚隔
世。 作为一名老粮食人， 心中
滋味何止感慨万千， 辛酸与喜
悦交织。

我1979年参加工作， 目睹
和亲身参与了四十多年间， 国
家和粮食战线的企业、 职工为
保证国家储备和市场供应粮食
安全而付出的努力和变化， 蓦
然回首， 才觉出一步步走过来
的路艰辛与变化之大， 身在其
中， 倍感欣慰。

保障粮食安全， 是粮食人
的首要任务 ， “宁流千滴汗 ，
不坏一粒粮 ”， 是上个世纪60
年代河北省玉田县国家粮库率
先提出来的。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原粮
（小麦、 玉米、 稻谷、 大豆等）
多以散粮入仓保存 ， 成品粮
（大 米 、 面 粉 、 芝 麻 、 花 生
等 ）， 多以粮包码垛保存 。 作
为国家民生大计的储备粮， 原
粮大都需要保存三到五年。 粮
食需要恒温， 粮食本身水分既
不能完全丢失， 完全丢失粮食
就会尘化。 粮食水分过高， 又
会发生潮湿生热霉变， 粮食保
存， 关键是控制粮温。

粮食温度依靠 “扎探子 ”
测量， 一米到三米不等的空管
细钢钎， 空管内置入三点不同
的电阻， 把 “探子” 插入粮池
或粮垛， 二三十分钟后， 再用
测温仪检测探管内电阻传输的
粮食温度。 大粮库大大小小的
粮食货位几千个， 一查就是一
周时间， 还有繁琐的手工记录
表填写、 汇总、 粮情分析。

粮库里的原粮发热是件麻
烦事， 那个年代， 原粮发热需
要腾空一栋库房， 再用一台台
移动输送机首尾连接把发热的
粮食输送到腾空的库房里， 利
用粮食在传送过程中控制粮食
流量大小达到通风自然降温的
效果， 当时在业务作业环节上
把它叫做 “联运 ”， 尤其夏天
为了增加粮食通风效果， 往往
需要夜间作业。 所以， 粮食保
管员最怕夏天， 天气越热， 粮
食越容易产生发热霉变， 保管
员越要钻进粮仓、 粮囤用 “探
子” 检测粮温。 那个年代的保
管员， 往往夏天为了进粮仓蹚
粮食方便， 赤脚进仓， 上身光
着膀子， 下身穿着大裤衩， 一
个仓测下来， 大裤衩能湿透。

改革开放， 保粮技术不断
提 升 ， 相 继 出 现 “埋 电 阻 ”
（在粮食码垛或散粮入池时埋
入预置电阻 ）， 这一方法的出
现， 大大减轻了粮食保管员的

体力劳动 。 一池或一垛粮食 ，
随时可以通过预置电阻检测粮
温， 从此， “探子” 退出了粮
食保管的历史舞台。

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
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应用， 国家
和企业大力利用计算机开展科
学保粮， 固定散粮仓， 设计时
便带有电子测温系统， 粮食入
仓， 保管员随时可以通过与仓
内测温系统连接的计算机查看
仓内各点位的粮食温度， 无论
仓内局部温度高， 还是整仓温
度高， 都可利用仓房具备的通
风系统对发热粮食进行通风散
热处理， 只要开动通风机械即
实现粮食通风了……

到了今天， 粮食保管员已
经成为国家准入技术岗位行
列， 从事粮食保管员岗位， 必
须持有通过国家资格考试合
格， 国家人力资源部核发的粮
食保管员等级证书， 方可从事
粮食保管岗位工作。

依然 “宁流千滴汗， 不坏
一粒粮 ”， 但流汗的原因和环
境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现实生活中 ， 辞职回家全
心教育孩子的以女性居多 ， 人
称 “全职妈妈”。 但在知名作家、
自媒体人毛利的 《全职爸爸 》
中， 却以生活化的场景， 令人耳
目一新的教子方式， 事实胜于雄
辩的教育佳绩， 鲜活塑造了一个
视野开阔、 勇于担当、 全心投入
于家庭教育的 “全职爸爸” 的新
形象。

多年以前 ， 毛利和丈夫小
陈， 曾经在孩子刚生下不久， 就
作为新手爸妈每天忙得手忙脚
乱。 虽然夫妇俩一开始是跟毛利
的父母一起住， 孩子的饮食起居
也由外公外婆管理。 但是， 外公
外婆对外孙子百依百顺的溺爱式
教育， 还是激起了小陈的强烈反
对。 在此语境下， 小两口决定向
这种传统的隔代教育果断地说
“不 ”。 彼时 ， 毛利曾与小陈约
定， 将来谁成功了另一半就辞职
回家带孩子。

没想到几年后， 毛利的一本
小说卖了版权， 入账一百多万。
小陈只得按照之前的承诺， 毅然
辞去每月税后两万元的工作， 义
无反顾地当起了 “全职爸爸 ”。
本书以一周一结的方式， 详略得
当地记叙了一年当中， 小陈新潮
教子的故事。 毛利系统总结了小
陈在教子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
介绍了一些独特而实用的教子方

法。 其间， 还别出心裁地以小陈
的视角， 讲解和传授了一些 “全
职爸爸” 的教子心得与体会。 全
书既是新手爸妈在家庭育儿上的
参考书， 也是一本理念新颖别致
的教子宣言书。 对于统一家庭各
成员思想， 摒弃以往 “大事小事
一切以孩子为中心 ” 的教育陋
习， 从而让孩子在这场家教中迅
速得到成长， 都起到了抛砖引玉
的作用。

小陈教子 ， 确有其可取之
处。 首先， 他注重对孩子良好习
惯的培养。 为了帮助孩子养成按
时完成作业的习惯， 他会一直守
在孩子身边， 通过亲情的力量去
教育和感化孩子。 其次， 他强调
对孩子意志品质的锤炼。 孩子独
自骑童车跌倒在花园里， 他故意
“视而不见”， 意在让孩子通过自
己的力量， 顽强地爬起来， 以增
强自立能力 。 再次 ， 他视野广
阔， 通过参加 “全职爸爸” 微信
群， 在取长补短中努力提高自己
的家教水平， 孩子也在他的不断
调教下， 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全职爸爸” 通过行之有效
的教育方法， 最终成功改变了以
往那个做事拖拉、 纪律散漫、 娇
生惯养、 不思进取的 “熊孩子”
形象。 这场教育实践， 不仅是对
传统家庭教育理念的有力挑战，
也是社会转型时期， 新的家教方
式和方法的变革与创新。

通过毛利的书写 ， 我们看
到， “全职爸爸” 在这场变革与
创新中， 不但彻底改变了孩子身
上的 “懒 、 散 、 皮 ” 形象 ， 而
且， 自身也在这场教化中， 思想
境界和人生修为得到了全面的提
升。 毫无疑问， 这正是 “全职爸
爸” 最成功的一点。 对此， 毛利
说得更为理性， “家， 就是两个
人的互相支撑。 有人出钱， 有人
出力， 并不用分男女， 更不用分
胜负。”

黑格尔说： “存在的就是合
理的”， 而今 “全职爸爸” 作为
一个全新的概念， 正日益走进我
们的生活。 毛利用敏锐的文化嗅
觉， 凭着一个亲历者和见证者的
身份， 以非虚构的方式， 记录下
了一个 “全职爸爸” 在教育孩子
方面的所感所悟， 这对于全社会
以不拘一格的育才方式， 在素质
化教育的基础上， 深化我们的家
庭教育， 从而为培养和造就新时
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少年，
拓出了一条可资借鉴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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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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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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