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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的老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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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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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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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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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生在旧社会， 家长刚刚
嘟囔着要给她裹脚， 就赶上全国
解放了， 逃过一劫。 妈妈只读完
初小 ， 认不得多少字 ， 词语更
少。 但是， 时代的经历， 造就她
自立自强的性格， 并在潜移默化
中把性格传递给我们。

我老家是漷县镇梁家务村，
在通州区的东南角。 盐碱低洼，
过去是远近闻名的穷村 。 小时
候， 正赶上自然灾害， 村里的收
入低得可怜。 妈妈参加生产队劳
动， 挖沟耪地劈棒子， 都豁得出
去。 她有苦有累总是忍着， 是个
男子汉的性格。

家里没有积蓄， 我们兄妹三
个吃饭穿衣、 十年寒窗， 全靠父
母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儿。 那
会儿 ， 是我们家日子最紧的时
候。 穷困苦， 要自己想办法， 决
不能等靠。 有一年年终核算， 爸
爸妈妈每天的劳动工分扣除平时
按人口分的粮食、 大白菜， 家里
还欠生产队亏空20多块钱。 一些
人家借口没钱， 就一直欠着， 时
间久了就不了了之 。 妈妈不这
样 ， 知道消息就催着爸爸卖粮
食、 卖鸡蛋， 节衣缩食也要堵上
公家的窟窿。 妈妈有个习惯， 向
街坊邻居平时拆借的工具钱物，
到春节前必须归还。 做人要说话
算数， 到年就是个头儿。 她说，
要给新年新的开始， 新的希望。

上世纪60年代， 生产生活资
料极度匮乏。 白天忙着生产队出
工， 还要变着花样地给全家做一
日三餐， 妈妈用她勤劳的双手和
智慧， 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 让
我们度过了美好的童年。 妈妈做
的饭特有的浓香始终在我脑海里
回味， 闭上眼睛总能时光倒流，
陷入美好的回忆。

家里我排行老大。 上学时，
记得妈妈每天都要起五更爬半夜
做早饭， 贴饽饽、 老咸菜、 棒子
渣儿粥。 特别是冬天， 妈妈的手
经常裂口子， 或是被冻伤流着鲜
血。 早饭虽然单调， 但是总能吃
得暖暖的、 饱饱的。

那是一个盛夏的中午， 树木
庄稼都被骄阳晒得低下了头， 一
丁点儿风也没有。 我光着膀子站
在门口的大槐树下 ， 等妈妈回
家。 妈妈弓着腰， 背着一大筐青
草， 衣服被汗水湿透， 完全糊在
身上。 “快回家， 别热着， 今天

有棒子稔头吃。” 我开心地跑回
院子， 帮妈妈晒草。 看到她肩上
两道深深的印迹时， 我仿佛看到
了那筐青草的距离和分量。

我好像一下长大了， 抢着收
拾桌子洗碗。 就是打那儿开始，
我懂得了妈妈说的 “不许吃饭剩
碗底， 不能糟蹋粮食” 这句话的
重量， 更理解那时生活的艰辛。
妈妈的话并不华丽， 也不经典，
却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里。 德在
俭中来， 童年生活， 是我终生最
难忘的一课。

每年秋后， 好吃的开始多起
来。 不知啥时候妈妈收集的倭瓜
籽炒熟了， 加上买来的沙果、 鸭
梨 ， 统统放到八仙桌儿上分堆
儿。 妈妈定规则， 所有的好吃的
要综合起来平均分堆儿 。 分完
了， 岁数小的优先挑选， 负责分
堆儿的人最后挑。 这个过程， 使
我理解了公平公正， 懂得了兄弟
姐妹间要互相谦让。 这以后， 不
论分不分堆儿， 不论吃什么， 我
们都会主动自觉地挑最小的、 受
伤的、 最次的先吃。

而今， 我们兄妹都已经到了
含饴弄孙的年龄。 如果连续几天
没去看妈妈 ， 她就会打电话询
问， 是不是病了？ 多喝水， 及时
增减衣服等等， 唠叨一番。 养儿
一百岁， 常忧九十九。 对妈妈来
说 ， 这是挂念 、 是担忧 、 是关
心、 是习惯。 而对我来说， 是暖
暖的爱， 是不能言表的幸福， 我
十分珍惜， 十分享受。 我愿意回
忆妈妈的美味 ， 领悟妈妈的性
格， 琢磨妈妈的习惯， 更愿意永
远体会妈妈传下来的老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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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春的黄昏， 太阳落山了，
燃烧着的晚霞也黯淡下来， 烟青
色的天幕上跳出了第一颗钻石般
闪亮的小星星 ， 紧接着是第二
颗 、 第三颗……在星星的光芒
下， 机组、 厂房、 冷水塔呈现出
青黛色的轮廓， 正值用电高峰时
段， 发电机组火力全开， 隆隆声
不绝于耳， 工人们往来穿梭， 一
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

在来来往往、 身穿深蓝工装
的工人中间， 移动着一抹抹橘红
色的身影， 那是安全人员， 远远
望去， 他们好像是人群中的一颗
颗星星， 发出微光。

“本班次的检修项目： 电机
5台， 中压开关4台， 电机口线盒
螺丝比较难拆卸， 要提前准备好
电动工具。”

“虽然本班次的检修项目比
较多， 但工作票、 各项安全措施
的执行一点也马虎不得！ 风险预
控措施不做好不开工， 一切工作
都得以安全为基础和前提！”

“待会儿检修过程中有好几
个项目都要拆、 接线， 慢工出细
活， 安全要做好， 千万不要图省
事、 抢工期， 出了事故不得了。”

……
循着声音走过去， 我看见安

全专工居师傅瘦高瘦高的身影，
他正在给上晚班的变配班班员开
“站班会”， 只见他一手拿着文件

包， 一手握着笔， 逐条交代风险
点和防控措施， 声情并茂、 全神
贯注。 我联想起工友们给他起的
绰号 “居话匣子”， 忍不住偷偷
一笑。 居工话多是出了名的， 尤
其是涉及到 “安全 ” 这个话题
时， 能说上三天三夜。 不过话又
说回来， 哪个安全员不话多、 不
啰嗦 ？ 居工就经常跟大家说 ：
“当安全员 ， 就得腿勤 、 眼勤 、
嘴勤 ， 口到 、 眼到 、 手到 ， 细
心、 耐心、 用心。 很多时候， 安
全员多说一句话， 可能就避免了
一场事故。”

复工以来， 保电任务重， 越
是任务重， 越是要扣紧安全。 居
工几乎以厂为家了， 天天泡在现
场， 盯设备、 盯人员、 盯管理。

“站班会” 开完了， 工人们
有说有笑走向各自岗位， 我正想
上前跟居工打个招呼， 却见他一
弯腰坐在路牙上 ， 一手揉着额
角， 一手从口袋里掏出润喉片，
含了一片， 闭上眼睛小憩片刻，
旋即起立， 又精神抖擞地向生产
现场走去……刹那间， 感动充溢
我心头。

像这样的安全员， 我还见过
很多 ， 比如我刚进厂时 ， 跟我
“导师带徒” 结对子的老田师傅，
他是个红脸大汉， 声若洪钟、 心
直口快、 脾气火爆、 雷厉风行，
人送绰号 “田火炮”。 谁要是在

现场违章被他逮到了， 他一定会
不留情面地训斥、 处罚， 让他下
不了台。 做他的徒弟， 我是战战
兢兢的， 直到发生一件事， 才改
变了我对他的看法。 有一年 “五
一” 劳动节前夕， 厂里推荐他参
加全市劳动模范评比， 可文件下
发后 ， 他却被另一位师傅代替
了， 一时间大家议论纷纷。 我也
觉得， 以他的火爆性子， 一定会
去找领导理论的 。 没有想到的
是， 田师傅跟我说， 那个名额是
他主动让贤的。 “工人们干活辛
苦， 荣誉应当属于他们。” “可
师傅您也很辛苦呀！” “我辛苦
是应该的， 身为安全员， 就是要
全力以赴保证工人们的安全， 他
们平安， 就是对我的最大奖励。”
这次疫情来袭， 退休多年的田师
傅又拾起了“老本行”———当上社
区抗疫安全员，守护一方平安。

还有力排众议、 坚持要求对
微有瑕疵的备件进行返工的马师
傅； 天寒地冻、 冒着鹅毛大雪登
上七米多高的脚手架认真检查的
李师傅； 不怕麻烦、 不辞辛苦清
理完工后地面上的油污碎屑的张
师傅； 铁面无私、 把在 《安规》
考试中作弊的徒弟送进 “三违”
学习班的蒋师傅……他们就像一
颗颗星星， 虽然不够耀眼， 却以
朴实、 持续的光芒点亮夜空， 给
人以温暖和踏实。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蔡亚春

“超级劳模”苏东坡提起苏轼， 大家会联想起他
的一连串名号： 词， 和辛弃疾并
称 “苏辛”； 文， 唐宋八大家之
一 ； 书法 ， 名列 “宋四家 ” 之
一， 绘画也不错， 尤擅墨竹、 怪
石等。 仅这些名号， 评他为宋朝
文化劳模就当之无愧了， 而苏轼
除了文学上全面发展， 在其他方
面， 也堪称劳模。

比如， 他别号 “东坡” 的来
历 ， 与他自己亲自种田劳动有
关 。 北宋元丰四年 （1081年 ），
贬官黄州的苏轼， 经批准可以耕
种一块地 ， 解决全家老小的吃
饭 。 这块地约五十亩 ， 荆棘丛
生， 瓦砾遍地， 在黄州城东门外
的小山坡上 。 苏轼带着全家老
小， 在山坡上拔草开荒、 引渠灌
水、 种稻种麦。 他给自己起了个
别号———“东坡居士 ” ， 并写了
《东坡八首》 记录他的开荒经历。
“废垒无人顾， 颓垣满蓬蒿。 谁
能捐筋力， 岁晚不偿劳。” “种
稻清明前， 乐事我能数。 毛空暗
春泽 ， 针水闻好语 。 分秧及初
夏， 渐喜风叶举。 月明看露上，
一一珠垂缕。 ……” 前一首诗实
写开荒的辛劳， 后一首虚写来年
种稻的过程。 无论是实是虚， 都
生动展现了东坡开荒种地的情景
及心态。 尤其是后一首， 苏轼对

水稻在抽秧、 拔节、 分蘖、 结穗
各个阶段的情态描写， 如果不是
躬耕亩垄， 怎能如此细腻入微？
如果说 ， 王维描摹乡村风光的
《渭川田家》、 白居易揭露农民疾
苦的 《观刈麦》 时， 两人是在田
埂边采风的记者， 那么， 苏轼是
在田里操作的农夫。 他的诗， 是
他亲自挽起双袖、 手持耒耜从事
稼穑时的真实感受。

苏轼田种得好， 还是治水能
手。 他当杭州 “市长” 时， 整治
西湖水患， 将挖出的泥筑了一道
堤， 种上桃树柳树， 成了西湖十
景之一的苏堤春晓。

苏东坡还在徐州抗过洪水 。
他在徐州太守任上， 遭受了百年
一遇的大洪水。 苏轼身先士卒，
带领徐州军民连夜奋战， 终于在
城外筑成 “首起戏马台， 尾属于
城 ” 的临时堤坝 。 坝成翌日 ，
“水自东南隅入， 遇堤而止”， 徐
州城暂时保住了。 洪水退去后，
苏轼考虑自己离任后， 万一下次
再有洪水怎么办？ 他上书皇帝重
修城墙， 加固易受洪水冲袭的要

害地方。
所有工程方案， 都由苏轼设

计指挥。 在随后的五百多年里，
徐州虽然水患不断， 终因有此堤
为屏障， 一直安然无恙。 后人写
诗赞道： “自公去后五百载， 水
流无尽恩无穷。”

苏轼还规划过广州的自来水
系统。 古代广州受海潮的影响，
井泉水偏咸。 到宋朝， 城市发展
迅速 ， 人口剧增 ， 供水矛盾突
出。 被贬惠州途经广州的苏轼，
建议用竹筒引蒲涧水入城。 他还
亲自参与总体规划， 解决了广州
城居民的饮水卫生问题。

苏东坡还是五星级厨师。 他
发现黄州的猪肉很便宜， 发明了
流传至今的 “东坡肉”。 他将整
个 烹 饪 过 程 记 入 《猪 肉 颂 》 ：
“净洗铛， 少著水， 柴头罨烟焰
不起……早晨起来打两碗， 饱得
自家君莫管！”

他还是个服装设计师。 他设
计过两款 “东坡帽”。 一款是竹
笠帽 ， 可以避免阳光照射在脸
上。 如今在广东惠州和海南的儋
县 （古称儋州） 的田间， 这两处
苏轼当年生活之处， 至今还有戴
这种帽子的妇女。 为了衣着穿戴
方便， 宽松舒适， 苏轼还为自己
设计了一种筒高沿短、 脱戴方便
的高帽子。 大家纷纷仿效， 把他
设计的帽子叫 “东坡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