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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翔 文/图

母亲的老算盘

我家的书柜里有一把老算
盘， 虽已多年没再使用， 却在母
亲的时常擦拭下 ， 依旧纤尘不
染。 不知经历过多少次指尖的磨
搓， 算盘珠子发出黑亮的光泽，
木制边框上的细微裂纹， 也仿佛
写满了数字与岁月间那 “劈里啪
啦” 的承转启合。

这把七珠十三档的普通木质
算盘， 是工厂老会计退休前送给
母亲的纪念 。 那一年 ， 母亲 25
岁， 刚刚出席了全市先进工作者
大会， 离开了纺纱车间， 选派学
习成为了工厂服务公司的会计。
站在 “七一” 入党纪念的合影人
群中， 母亲显得格外青涩。

从这天起， 老算盘就成了母
亲工作的 “标配”。

每当月度结账的时候， 母亲
一天到晚就把算盘打得 “劈啪作
响 ”。 从商业会计到工业会计 ，
从百年国企到个体私营， 经历了
下岗再就业的消沉， 这把老算盘
始终伴随着母亲。 后来单位又配
发了装有清盘器的塑料材质新式
算盘 ， 可母亲用惯了自己的算
盘， 所以一直没舍得放手， 无论
多么繁复的账目， 都能在母亲劈
啪的节奏间， 变得条分缕析。

母亲有时也会将老算盘带回
家， 拨弄几下家长里短的琐碎收
支。 那时父母一个月的工资不过
五六百元， 一家人的衣食住行，
在老算盘的精打细算下， 维持得
井井有条。 而我， 总能瞅准机会
蹬着小板凳取下算盘 ， 算珠朝
下 ， 载着玩具在屋中 “开车 ”。
若被母亲撞见， 少不得皮肉受苦

的窘态， 母亲则拿起算盘， 心疼
地拭擦着尘土。

母亲也曾动过教我打算盘的
念头， 大概是想把她的算盘技艺
传授给我吧，可令母亲失望的是，我
似乎对打算盘并无兴趣与耐心。

而日子，就在老算盘“劈里啪
啦”声里一天天过去了，母亲也渐
渐成了别人口中的“老会计”。

母亲退休后， 老算盘被闲置
起来了， 落寞地伫立在书柜的一
隅， 母亲还会时常摸索这把老算
盘，手掌在算珠上慢慢滑过，望着
这些黑亮的算珠，脸上有些惆怅。

随着时代的发展， 老算盘渐
渐被遗忘： 算盘算得清数据， 但
算不出时代的变化。 我大学毕业
进入税务机关工作的时候， 电子
数据交换系统已经普遍运用， 电

子计算器亦不过是辅助配合的工
具。 移动支付方兴未艾， 算账也
似乎不过是指尖轻触屏幕一般简
便， 算盘似乎只留存在人们的记
忆里， 再难有用武之地了。

就在我以为老算盘不会再出
现在生活中的时候， 直到那天两
岁的儿子学着我当年的样子， 在
房间里拖拽着老算盘运输他的玩
具积木被母亲拎了出来。 用母亲
的话说， 也许调皮捣蛋的想法真
的能遗传。 不过儿子显然比我当
年要被 “优待” 得多， 拍拍屁股
上的土就跑到别处继续 “破坏”
了， 母亲只是静静地把老算盘擦
拭干净 ， 放回书柜属于它的位
置。 也许母亲还有一分希冀， 期
望能在孩子身上， 找到属于老算
盘的新故事吧。

□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 金波

《古城春色》印象记

重温创作于上世纪60年代
的小说 《古城春色 》， 感慨良
多。 该小说很好地再现了新中
国诞生的前夜， 人民解放军解
放北平、 保卫北平、 整编国民
党北平守军的历史。 下面， 从
三个方面谈一下对这部小说的
印象。

平津战役的画卷。 本书一
开头， 就描写出解放大军入关
作战解放华北的波澜壮阔场面：
“这天 ， 冀东燕山南麓的公路
上 ， 行动着一支庞大的军队 。
这支铁军洪流 ， 蜿蜒几百里 ，
一望无际 。 枪筒像森林一样 ，
在人流的头顶上闪烁着光芒。”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 只有
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只有
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千百
万 真 心 实 意 拥 护 革 命 的 群
众 ， 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铜
墙铁壁……

战敌斗顽的 “密钥”。 改编
开出北平城外的国民党军队 ，
又是一场战斗。 敌人的如意算
盘是千方百计保住这支武装力
量， 长期潜伏， 等解放军大军
南下 ， 他 们 就 可 以 带 着 这 个
换汤不换药的所谓解放军， 东
山再起。 思想改造的工作是长
期的 、 耐心的 、 细致的工作 ，
不能企图上几次课、 开几次会，
就把昨天还是敌对阶级的军人
在几十年生活中间形成的思想
意识改变过来。 我军的干部通
过在部队中树立三大民主、 官
兵平等的作风， 通过思想教育，
启发士兵为谁当兵、 为谁打仗
的思想觉悟 ， 团结大多数 普
通官兵， 最终胜利地完成了改
编任务 ， 把一支彷徨苦闷 迷
茫的残兵败将， 改编成为具有
自觉的纪律， 不是为着少数人
或狭隘集团的私利， 而是为着
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为着全
民族的利益， 全心全意为中国
人民服务的人民解放军。 而这

也是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
的密钥。

人民战士的群像。 本书塑
造出从指挥员到普通战士的英
雄群像。 连长乔震山， 为了党
的事业， 赴汤蹈火、 流血牺牲，
在所不惜， 而这样的干部在我
们的队伍里又何止万千。 指导
员郝平是一名成熟的政工干部，
他讲话总能讲到点子上， 批评
使人心里舒服， 表扬使人干劲
十足， “和他一块工作还有不
进步的？” 副连长王德出身工人
家庭， 参军之后， 他工作积极，
作战勇敢， 很快由一个普通战
士提拔起来， 但他参加革命不
久， 还缺乏经验， 有时候有本
位主义的观点， 而进入北平之
后， 他以前的女朋友现在的特
务满洒丽对他的拉拢， 处理与
机关前来代职的指导员梁群的
关系， 也是极大的考验。 他最
终通过了这样的考验， 带领战
士们很好地完成了警备任务 ，
他的经历说明了人的思想改造
和进步只有在认识和实践的因
果中才能壮大成长的规律。 此
外， 还有战士小李、 二宝、 秀
珍、 言素华……他们的成长进
步， 从不同的角度， 说明了解
放军不仅是一支有纪律、 有素
养、 能打善战的军队， 而且还
是一个最高尚、 最能培养人才
的大学校。

冬去春来， 人民的战争换
来了和平的生活， 人民正在用
自己的双手建设着一个崭新的
社会。 正如王德看着北海公园
里玩闹的那些可爱的孩子们时
所说的那样， “他们将是一个
繁荣富强国家的公民， 新社会
的建设者……我们拼命、 流血
打出一个崭新的社会， 还不是
为了他们？” 是的， 这是一个需
要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来保卫，
不允许任何人再来侵犯它的新
社会。

清晨， 上班途中， 我经过一
处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 看到一
个戴着安监员袖标的人正在给工
人们开站班会， 那样子很像我认
识的安全员马师傅。 于是， 一些
关于马师傅的记忆涌上心头。

初识马师傅时我正在公司的
安全环保部借调， 当时有栋值班
楼需要维修， 维修工程通过招标
交给了一家承包商。 开完安全交
底会后， 部门安全专工交代我们
几个工程监管小组的成员： “根
据我多年的经验， 承包方人员的
安全意识往往不到位， 你们在施
工现场巡查、 旁站时一定要多提
醒、 多宣传。”

开工前一天， 一个中年男子
来到安环部 ， 找到安全专工 ：
“我是承包方的安全员马军， 负
责承包方人员的安全管理和培
训 。 这 是 明 天 我 们 站 班 会 的
资料， 麻烦你看一下有没有什么
不妥。”

趁安全专工翻看资料的功
夫， 我打量着马师傅， 他身材清
瘦、 中等个头， 面庞黑黑的， 透
着和善。 一双手粗壮有力， 掌心
里的茧子像铜钱一样厚， 一望便
知是建筑工人的手。

安全专工看完资料后夸赞马
师傅安全意识强、 工作做得细。
马师傅高兴地 “嘿嘿” 笑， 搓着
一双长满老茧的手诚恳地说 ：
“明天七点半开站班会， 欢迎你
们来指导工作。”

次日的站班会上， 马师傅侃
侃而谈， 作业内容、 安全措施、
风险点逐条交代清楚， 一些专业
术语经他一解释变得通俗易懂。
开完会， 他一一检查了作业人员
的精神状态， 这才开工。 以前我
总觉得农民工安全意识不足、 安

全常识欠缺、 安全管理难度大，
开完马师傅主持的站班会， 我的
看法有所转变。

打交道时间长了， 我从承包
方工人口中得知： 当初承包商要
从工人中挑选安全员时， 大家都
不 愿 意 干 ， 因 为 安 全 员 没 有
一 线 工人挣得多 ， 还得自费考
安全员证。 马师傅却主动提出他
愿 意 干 。 大 家 都 觉 得 不 可 思
议 ： 马师傅放着 “吃香 ” 的焊
工不干， 去干得罪人的安全员，
还干得有滋有味———别人下了班
就去下馆子、 打牌、 玩手机， 他
下了班就搬个小马扎往床边一
坐， 把床当桌子 ， 捧着比砖头
还厚的安全专业书一边看 、 一
边念、 一边写。 大伙儿跟他开玩
笑： “四十多岁了又当起了小学

生。” 他不以为意： “活到老学
到老嘛。”

有一次我问马师傅： “听说
你以前是焊工， 为什么转行当安
全员？” 他露出一丝沉重的表情，
过了片刻才开口： “我当焊工时
带过一个徒弟， 那小伙儿长得又

帅、 脑瓜又灵、 学技术又快又肯
吃苦， 真是个好小伙儿。 有一年
春节前， 我们抢工期、 赶时间 ，
在脚手架上干活时没有按照规范
做防护措施， 谁知我那徒弟一个
不小心从脚手架上掉了下去， 虽
然 离 地 面 不 高 但 也 摔 伤 一 条
腿 ， 落下了残疾 。 都怪我这个
当师傅的， 光教他技术， 没教他
安全， 唉！ 打那后我注意到咱们
这些在工地上干活的农民工大多
安全意识不强、 安全素质不高，
出事故的风险较大， 我就下了决
心当一名安全员 ， 尽 自 己 最 大
的努力让大家懂得安全的重要
性……” 我看着马师傅， 脑海中
浮现出他用那双握焊枪的手拿起
了笔、 一字一句写安全预案的情
景； 浮现出不善言辞的他给工人
们上安培课、 开班前会的情景，
肃然起敬。

安全员老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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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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