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宋学学强强 文文//图图

工工厂厂里里的的““家家访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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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
色，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回忆。 我
们那代人引以为傲的就是能进国
营大厂工作。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 我有
幸进了北京第一棉纺织厂工作，
那是一家位于东郊十里堡的大型
国有纺织企业。 厂房高大， 车间
明亮， 机声轰鸣， 经纬交错， 梭
织飞舞。 纺织女工们穿梭往来 ，
昼夜不停地纺纱织布， 日行几十
里， 非常辛苦。 当时行业里流行
一种说法就是： “重工业不重，
轻工业不轻”。 工作很忙累， 但
心情愉快， 因为工人没有后顾之
忧， 都视工厂为家。

工厂有严格的管理规章制
度， 也有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还有如同法宝一样的家访。 说起
家访， 很多人认为那是学校里班
主 任 的 事 儿 ， 是 老 师 对 学 生
家 庭 的 访问 。 其实不然 ， 在过
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我们的

机关企事业单位也都将家访列为
本单位工作的一部分。 事实上家
访的确也是解决思想问题的方法
之一， 在和谐的家庭氛围中更容
易解决问题。

我们单位将这五种情况作为
必访对象： 第一新工进厂必访，
了解其家庭和个人基本情况。 第
二职工生病或家里有事必访， 给
予必要的帮助和关照。 第三职工
有不稳定的思想苗头必访， 将问
题化解于萌芽状态。 第四节假日
必访， 送去节日的问候。 第五职
工在单位获得突出成绩时必访，
与其家人共同分享喜悦。

几年间， 我们工段的党政工
团一起， 利用节假日的业余时间
走遍了京城大街小巷每一位职工
的家里， 也解决了一点力所能及
的问题， 让人倍感欣慰。 通常情
况下， 我们是下了夜班， 骑上自
行车， 一去就是一整天。 饿了，
就在外面的饭馆里将就着吃点东
西， 待到晚上归家时， 已是日落
月升灯火阑珊， 望着窗帘里温馨
的光亮， 竟也忘记了昼夜未眠的
疲倦。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
厂里陆续招进了部分远郊区县的
农合工， 他们是新生力量， 成为
了企业发展的主力军。 他们远离
家人， 来到工厂， 为企业的发展
贡献着力量 。 我们也是关怀备
至， 爱护有加， 同时家访更是少

不了的。
三十年前的交通远没有现在

方便， 去远郊区县只能是以乘长
途汽车加步行的模式。 我们有计
划 分 区 域 分 批 次 地 跑 遍 了 职
工 所 在的乡镇小村 ， 基本做到
了每家必访。 有一年冬天， 我们
去通州的大杜社家访， 返城时天
空下起了大雪， 车开得很慢， 到
了北苑长途汽车站， 发现回城里
的末班车已经没有了。 我们一行
四人， 只好步行走回朝阳十里堡
的家。

说到家访， 看起来只是面对
面的唠唠嗑、 聊聊家常， 说一些
家长里短的事。 其实， 无形之中
拉近了职工间距离， 是一种感情
的交流， 有了感情上的信任， 工
作上的事也就事半功倍了。

时光荏苒， 岁月如梭， 一晃
几十年过去了。 现如今， 通讯业
的高度发达， 智能手机的普及，
微信朋友圈、 视频的应用， 为我
们相互沟通联络提供了更多更好
的选择， 这是时代发展进步的大
好事儿， 但总觉得好像缺少了点
什么东西似的。 因此， 每每忆起
曾经的家访岁月， 就像一股清流
在心中流淌， 夏日里倍感清凉。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师法自然的仿生学

□仇士鹏

———读《当自然赋予科技灵感》

古语有云， 人法地， 地法
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学习自
然的规律并化为己用， 一直是
人类进化过程中倚仗的重要法
宝之一。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
期 ， 人们观察鱼发明了船桨 ，
观察螳螂发明了锯子， 观察动
物的鳞甲发明了瓦楞。 自然教
会了人们发明 、 使用各种工
具， 为自己搭建住所， 获取食
物 ， 于是文明的星火自此不
绝， 绵延千万年。

在科技水平不断进步的近
现代社会， 自然依旧是一个人
类难窥全貌的宝藏。 比如在数
学领域， 有很多由生物种群行
为规律衍生出的优化算法 ，比
如蛙跳算法、蜂群算法、蚁群算
法等。 道法自然，师法天地也有
了一个专业的术语， 叫做仿生
学。 这便是《当自然赋予科技灵
感》这本书的核心。

亿万年来， 自然界中的动
植物通过自然选择不断进化 ，
为了更适应周围环境， 它们或
是拥有了独特的形态， 或是拥
有了奇异的技能。 我们如今遇
到的很多问题， 在本质与原理
上， 可能很多年前就被这些动
植物遇到过 ， 并成功解决了 。
因此， 通过仿生学的研究， 我
们也可以获得大自然赠予的智
慧宝藏， 把处于瓶颈的科技水
平推上新的高峰。

这本书讲述的便是发明

家、 科学家们， 如何用一双发
现美的眼睛， 发掘出大自然藏
在动植物身上的自然美学， 并
为它们赋予现代科技美学的崭
新内涵。

书的排版也很有意思， 作
为科普读物， 书的封皮典雅而
端庄， 一只鸟带着飞机飞行在
科学的探索与发现之旅上， 故
事便在其后的一页页中展开 。
在每一个对页里， 左页是对生
物的简介， 以及对它的科研价
值的介绍， 我最欣赏的是 “想
象仿生学” 这一板块， 这是作
者对该生物身上的特质在未来
的实践应用的畅想。 这不是书
的核心部分， 却是书的精华之
一。 无数年来， 正是人们不断
涌现的创造力与灵感不绝的想
象力， 才让人类文明昌盛而葳
蕤， 永续发展。

右页则是图片， 分别是它
们的标本图以及用科学的视角
剖析、 解构的原理图。 图文结
合， 这样对于一些不熟悉的生
物， 比如臭木樟、 水熊和尺蠖
等， 读者不仅能大开眼界， 领
略到生物的多样风情， 也能迅
速认识它们， 并理解作者所阐

述的科普知识。
我想， 我们将动植物所拥

有的特技称为大自然为人类预
设下的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 ，
不仅是在于解决问题这一结
果， 更在于它的过程与影响是
顺应自然的 。 这些过程都是
在生物圈中进行的， 它们本身
就是自然规律的体现， 所以不
会产生牺牲自然、 破坏生态的
恶果。

科学的发展总是绕不开经
济与生态的辩证。 生态一但在
为经济让位， 各种环境问题就
接踵而来：臭氧层空洞、水土流
失、生态污染等。 这是因为人类
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去处理问
题， 用人类的方法论去对抗自
然的世界观， 所以有时不得不
采用暴力、激进的措施，于是两
败俱伤。 而仿生学便是实现共
赢的秘籍之一。 生物本身就属
于自然， 当然不会导致能源枯
竭、环境破坏。 因此，它也是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之
一。 这样的科学，是有呼吸的科
学 ，也是绿色的科学 ，纯天然 、
非转基因的科学。

这本书的灵魂也在于此 。
自然用亿万年进化出的智慧 ，
虽然沉默无言， 却是人类的创
造力和想象力永远的源泉与沃
土。 科学如此，文学、哲学亦如
此。 用谦逊的态度， 与自然相
敬如宾， 人与自然才能成为真
正的命运共同体。

■工友情怀

爱的有效距离
□朱宜尧 文/图

■家庭相册

花钱跑步 ， 这要是放在当
年， 父亲非得扇我两撇子不可，
有那工夫， 少吃饭多劳动， 就都
有了。

陪儿子健身， 这绝对不是父
亲那代人能做到的 。 别说没闲
钱， 就是有， 也没那闲工夫。

当年中考结束， 刚出考场就
急着赶在天黑前坐车到终点， 再
步行回到山村。 天蒙蒙亮就跟着
父亲去了菜地， 父亲 “恨恨” 地
说： “考不好， 就修理地球！”

此时青青嫩嫩的小白菜正等
待着小主人的加入， 热情洋溢的
绿色，顶着露珠，各个欢喜着呢。

趁父亲不注意 ， 把气撒在
苗上 ，狠狠地一搂，本来是要留
下的大一点的青苗，也故意铲掉，
为了 “消尸灭迹”， 用锄头挖坑
埋了。

铲了苗， 心里舒服些。 却看
见 苍 老 的 父 亲 千 方 百 计 ， 目
光搜寻着去移苗， 心里有些过意
不去。

父亲铲两垄， 我铲一垄。 父
亲始终保持离我不远不近的距
离， 想追上他很难， 想甩掉我，
他也不那么容易。

农活儿会累到一个人没脾
气， 腰伸不直、 腿抬不起、 手胀
到握不住光滑的锄头， 一门心思
盼着到地头儿， 啥臭脾气也都偃
旗息鼓了。

那个时代，是父亲要儿子铲地。
这个时代，是父亲陪儿子健身。
最简单的最难坚持， 但坚持

是一丸药， 它是唯一与天才和背
景抗衡的良药 。 如果你足够坚
持， 你会发现， 跑着跑着， 那种
初来的讨厌就跑成了身心的轻松
与热爱。

父子同跑， 又不想被儿子落
下很多， 这可能是一个父亲的真
实态度。 我想起了铲地的父亲，
恍然大悟， 他从来都不是落我远
远的， 他竟然有意与我保持着一
定的距离。 引领我， 使我不至于
灰心丧气。 或许这是一种迁就，

倒更像是一种隐藏在父爱中的鼓
励， 他不愿儿子输得太惨， 想着
让儿子在反省之中更懂得发力。
也不让儿子过于骄傲， 或过于气
馁。 这是一个父亲与儿子的有效
距离。

想到这些， 即便我慢下来也
要继续跑， 不能停， 紧随在儿子
身后。 也经常暗地和儿子较量 ，
把速度故意调快， 紧追不舍。 然
后偷看儿子， 他假装不看我， 却
有意把速度调快， 和我保持一定
的距离。

紧随其后， 保持距离， 也是
一种爱。 使其不懒惰、 不怠慢。
这种距离， 不能太远、 太悬殊。
太远太悬殊就没有了紧迫感， 甚
至距离的拉开， 丧失了坚持的信
心与力量； 太近， 又失于威严，
不是父亲的样子。

这个世界上， 父亲是唯一希
望孩子早日超过自己， 并且暗自
高兴的人。

成长和学习如同跑步一样，
要根据自己的实际状态随时随地
调整自己的速度与距离。 最好的
速度， 不是揠苗助长， 而是适合
自己。 最好的距离， 是父子之间
看似不远不近 、 不亲不疏的距
离。 那是中国父子之间只可意会
不能言传的教诲与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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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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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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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