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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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友情怀

钻出生活的“花”
□张帮俊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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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清晨， 天麻麻亮， 我听
见隔离房间里的孩子轻轻起床洗
漱的声音 。 我轻轻走过去问 ：
“网课八点半才开始呢， 怎么不
多睡一会儿？” 他一边刷牙一边
说： “今天有升旗仪式， 早点儿
起来准备一下 。” 我没说什么 ，
心里十分欣慰。

走在上班路上， 春寒料峭，
我心里却热乎乎的， 孩子能有这
样的自觉性， 应该是跟那个来我
家 “蹭网” 的男孩有关吧。

时间退回到2月中旬， 一天
早晨， 天很冷， 我出门买菜， 看
见楼道间站着一个男孩， 十岁的
模样， 戴眼镜， 头发乱蓬蓬的，
低着头， 手里捧着手机， 耳朵里
塞着耳机， 聚精会神地盯着手机
屏幕， 连我从他身边走过都浑然
不觉。 我皱了皱眉， 反感地想：
这是谁家的孩子， 大清早的躲到
这里玩游戏。 买菜回来， 他还站
在那里， 连姿势都没变， 我的反
感变成了厌恶， 故意重重地把门
一关。

中午吃饭时， 我跟老公提起
早晨的事， 他说： “不会是为了
蹭网才跑到这里来的吧？ 这么冷
的天， 在楼道一站大半天， 也不
怕辛苦， 把这份吃苦耐劳的精神
用到学习上多好！” 我连连点头：
“就是就是！ 要不， 咱们把WIFI
加密吧？” 老公说好。

过了几天， 楼道间没有出现
那个男孩的身影， 我也就把这事
儿忘了。

一天晚饭后 ， 我下楼倒垃
圾， 又看见那个男孩了， 他正举
着手机到处找信号呢 。 那副焦
急、 期待又无奈的表情让我心中

一动。 我犹豫片刻， 还是走上前
去问道： “孩子， 你是在找信号
吗？” 他点点头： “是啊。” 我忍
不住说： “孩子 ， 你 现 在 是 学
习 的 时 候 ， 沉 迷 游 戏 可 不行
啊！ 你把这份劲头用在学习上多
好……” 他听了一会儿 ， 分辩
道： “阿姨， 你误会了， 我到处
找信号， 就是为了学习！”

原来， 这个孩子叫小浩， 是
小区清洁工的孩子 ， 疫情开始
后， 跟父母一起住在小区物业提
供的一间小杂货屋里。 杂货屋没
有网线， 父母的手机又比较旧，
为了不耽误上网课， 每天晚上他
都要出门找好有信号的地方， 第
二天一早就过去上课， 就这样坚
持了好几天……

看着他冻皴的脸蛋和纯净的
眸子， 我心里百感交集。 我说：
“明天 ， 你到我家来上网课吧 ，

我住在6号楼632室。”
第 二 天 一 早 我 就 开 放 了

WIFI，等小浩来 ，却迟迟不闻敲
门声。我打开门一看，他正站在楼
道间听课呢。我轻轻走过去，打着
手势告诉他：“进屋里听课。” 他
摇摇手坚持不肯。 我怕影响他上
课， 便走开了。 网课结束后， 他
向我道谢： “能找稳定的信号上
网课就已经很好了 ， 不用麻烦
了。” 真是一个懂事的孩子。

邻居知道小浩的事情后， 从
家里搬出折叠桌椅放在楼道间供
他使用。 他上网课的时间段里，
我们做事都轻手轻脚的。

出乎我意料的是， 自从小浩
在我家门前楼梯间蹭网上网课
后， 我家孩子也变得自觉多了，
不用我催促、 唠叨就能主动看书
学习了， 真让我这中年老母亲打
心眼儿里高兴。

后来我浏览网页时发现， 像
小浩这样 “寻找信号的孩子” 还
不在少数呢： 家住四川广元旺苍
县金银村的15岁女孩杨秀花， 为
了寻找信号， 每天六点就匆匆起
床， 收拾好书包， 带上干粮， 步
行至离家四公里远的一个悬崖边
上课， 下午五点才回家， 风雪无
阻； 河南洛宁上戈镇刘坟村的初
中女孩每晚到村支部门口， 就着
路灯的微光蹭网学习， 深夜还不
回家， 年迈的父亲蹲在一边默默
地陪伴她……

看到这些， 心酸之余却也非
常欣慰， 再艰苦的条件也挡不住
孩子们求知若渴的热情， 透过他
们朴素的外表 、 简陋的学习用
具、 冻红的脸蛋和坚毅的目光，
我看到了美好、 光明的未来……

■图片故事

寻找信号的孩子
□□赵赵闻闻迪迪 文文//图图

———读《幸福从安全出发》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马静

培育安全文化 筑牢幸福根基

有幸得到 《幸福从安全出
发》 这本书。

翻开该书的卷首， 《安全红
线》 歌曲即呈现在眼前， 诵读歌
词朗朗上口， 弹奏乐曲， 旋律优
美、 生动感人。

用讲故事的方式大尺度讲述
安全这一凝重话题， 当属该书最
大亮点。 这是一本从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中挖掘、 整理， 以一
种新的思维来宣传安全文化， 提
升安全意识的好教材， 通过一个
个生动活泼、 通俗易懂的神话传
说、 古典成语、 民间风俗等历史
经典故事， 展示了安全文化源远
流长， 懂得了安全文化的哲学思
想、 自身规律、 行为规范和道德
标准。 故事后面的 “阅读驰思”
为每个故事锦上添花 、 寓意深
远， 给读者以启迪和思考， 通篇
读完留下厚重凝练、 质朴大气的
深刻印象。

企业因职工而兴盛， 品质因
文 化 而 卓 越 ， 企 业 安 全 文 化
与 企 业文化融为一体 ， 即 ： 安
全发展， 魂在文化。 通 过 阅 读
《幸福从安全出发》， 我得到几点
启发：

站在提高职工幸福指数的
高度抓安全。 幸福指数不是一个
新鲜的概念， 里面包含的健康、
亲情、 工作压力、 闲暇时间、 社
会状况、 生态环境等要素， 安全

健 康 无 疑 是 第 一 位 的 ， 人 生
的 幸 福都建立在生命健康的基
础之上。 我们要牢固树立 “安全
就是最大幸福” 的理念， 怀着对
生命的敬畏 ， 怀着对幸福的渴
望， 将全体员工的安全健康需要
转 化 为 具 体 的 行 为 准 则 ， 继
而 形 成全体职工安全生产的精
神动力。

安全理念扎根头脑引导职工
积极创造幸福。 文化是一种高度
自觉的、 潜意识的行为， 要建设
企业安全文化， 就要把安全的外
在要求变为职工的内在需要， 把
安全的硬性规定变为职工的内在
自觉， 围绕企业安全文化各个层
次的具体内容开展工作， 使企业
在安全生产上形成自己独特的指
导思想、 经营理念和目标宗旨。
树立明确的价值观、 道德准则、
文化传统等， 使全体职工有共同
的目标感、 使命感和获得感， 把
安全作为幸福的基础， 把别人幸
福作为自己幸福的前提， 共同创
造和谐幸福。

实现安全文化零隔阂享受幸
福美好生活 。 安全是幸福的载
体， 有了安全保障才会给予我们
无限美好的幸福生活。 工作中，
要充分发挥全体职工的安全积极
性和主动性， 遇到有关安全问题
时自动想到违章后果、 自觉遵守
劳动纪律、 自觉维护规章制度，
从 “要我安全 ” 变成 “我要安
全” 和 “我会安全”， 在一种人
人讲安全， 事事讲安全的氛围中
快乐工作， 唯有如此， 幸福才会
掌握在自己手中。

让安全文化为安全生产提供
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这需
要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 安全意
识的确立、 安全习惯的养成， 皆
非一日之功， 需要通过多种多样
的 形 式 和 途 径 不 断 强 化 和 巩
固 。 中国应急安全文化故事读
本———《幸福从安全出发 》 如春
风化雨般深入人心， 相信该书对
全社会进一步弘扬安全文化， 提
升安全素养， 做好安全工作能有
所裨益。

那天看到一个民工夫妻打钻
的视频， 挺让我感动的。 遇到钻
机卡孔了， 夫妻二人就齐力拔拽
杆子 ， 那个动作像双人舞蹈一
样。 正如有网友评论说， 刚开始
看这动作有点好笑， 笑着笑着流
泪了。 生活的不易与民工夫妻同
甘共苦的感情让人动容。

说到打钻， 也让我想起一段
往事。 那时矿山的现代化开采条
件还落后， 专业设备也欠缺。 有
的活儿还得靠人工来操作。 打风
钻的工作， 说简单点就是手持钻
机在大块石头上钻孔， 然后再用
炸药雷管爆破。 于是我就结识了
山上的几个打钻民工。

民工们岁数大多在 50岁上
下， 多为精瘦但是有力气， 皮肤
黝黑， 可能天天太阳底下干活儿
晒的。 每天他们扛着钻枪去打眼
儿。 开通空压机， 接通风管， 当
听到哒哒的钻眼儿声， 一天的工
作也就开启了。

我们那时负责打眼儿之后的
后道工序———爆破。 因此， 与他
们接触比较多， 也就有机会走近
他们的生活。 我对其中两位民工
印象深刻。 一个叫老李， 一个叫
老四， 他们站在一起， 简直就是
“哼哈二将”， 如果说老李是 “瘦
竹竿 ” ， 那么老四就是 “土肥
圆”。 并没有取笑他们之意， 是
太有形象感了。

那天我去石场， 远远就听到
钻机的声响。 老远望去， 有几个
身影在飞扬的尘土中忙碌。 我喊
了一声， 就见老李手扶钻机在打
眼儿， 老四拖着管子。 老四停下
来朝我挥个离开的手势， 那意思
是说离远点儿， 灰尘大。 待他们
歇息时， 我走过去。

就见他们全副武装， 身穿厚
厚的工作服， 裤脚用绳子捆紧，
披着一件蓝色的披头， 头上顶个
安全帽， 脸上还套个 “猪拱嘴”
———有些闷气的防尘口罩， 就差
手中没拿三八大盖儿了。

我知道戴那特殊口罩闷气，

但是没办法， 打钻时间长， 灰尘
大， 如果不注意保护自己， 时间
久了， 就容易患尘肺病， 那是个
无法治愈的职业病。 所以要养成
穿戴好劳保用品的习惯。

我对他们手中的钻枪来了兴
趣， 便把它抬起来玩。 “呀， 真
沉！” 老李边抽烟边道： “当然
了 ， 你这瘦弱身板儿 ， 可得慢
点， 别砸到脚了。” 我有些不服
气， 这不明摆着看不起人， 没吃
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 打钻能有
多难！

我选了一块平稳的石头， 紧
握枪杆 ， 将枪头抵好 ， 开动阀
门。 只听到突突几声， 枪头打滑
了 。 试了几次还是没效果 。 这
时， 老李拍拍我的肩， 意思说，
我来。 我看他的操作方式和我差
不多， 只不过多了一双脚。 原来
他用双脚抵住枪头， 开动阀门。
钻机响起了欢快的轰鸣声， 枪头
被收拾得老老实实， 不再打滑。
原来干任何事都要有技巧， 要学
会在实践中摸索总结。

打风钻确实辛苦， 扛着笨重
的钻机在石头上窜。 还要冒着摔
倒的风险，冒着严寒酷暑的摧残。
尽管很辛苦，可是他们很乐观。累
了就抽根烟解乏。 老四虽然时常
有些抱怨， 但是说个笑话也就让
怨气烟消云散了。

干力气活肯定要加强营养，
他们都爱吃肉，可是，一个星期最
多吃一回解馋， 他们要把买肉的
钱留给孩子。

后来， 矿山添置了更加先进
的钻孔设备。 这些民工们也就离
开了矿山。 听说老四做烧烤生意
去了， 老李回家带孙子。 此后，
我也没再见到过他们。

站在矿上， 看着钻机轰鸣，
无不感叹时代变化之大。 有时也
会想到他们， 这些为生活打拼过
的民工师傅们 。 那些钻孔岁月
里， 他们用热情与辛劳钻出了人
生的苦与乐， 用汗水钻出了劳动
之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