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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相册

时光里的
婆婆

秋风吹过门楣， 一棵柿子树
摇着它金灿灿的果实。 婆婆倚门
而坐， 弯着腰， 戴着老花镜， 认
真做着她的针线活儿。 针线像一
只蝴蝶在她手中上下翻飞， 偶尔
会落在发际， 稍作停留， 又忙不
迭在鞋底密密麻麻抒写着无字的
歌。 这一刻， 时光都缓慢下来。

“上 炕 的 裁 缝 ,下 炕 的 厨
子。” 婆婆当年也是远近闻名的
能人。 白天上班， 晚上伏在缝纫
机前裁剪衣裳贴补家用， 孩子的
夏衣冬袄、 老人的衬衫衣裤， 样
样精通。 虽说没念过书， 不认得
几个字， 可用多少线多少布， 却
计算得丝毫不差。 婆婆不仅会做
衣裳， 还能麻利地做一桌菜。 若
是村里人家办婚丧嫁娶， 必定提
前几天上门， 毕恭毕敬邀请去做
厨。 多少酒席买多少肉鱼， 婆婆
都能拿捏准， 每次酒席过后， 人
家对婆婆赞不绝口， 倘若送些酬
谢礼物， 婆婆摆手断然拒绝， 只
说沾了喜庆比啥都好。

岁月更迭， 缝纫机搁在一角
渐渐没有了生气， 但婆婆的针线
活却从未停过。 家中衣物偶尔会

缝上几针， 就连儿子上学背的新
书包， 也有婆婆用针线加固的痕
迹。 家里到处摆放的都是婆婆的
“作品”， 那舍弃的旧毛衣， 婆婆
趁天晴拆下毛线用水清洗一番，
晾干后用毛线针编织成各种各样
的套子， 冬天套在椅凳上， 凳子
穿上了花式毛衣暖暖和和、 漂漂
亮亮， 人坐在上面舒心又温暖，
儿子说那是阳光的味道。

婆婆沿自家墙角开辟出了一
片绿色菜园地 ， 由最初的方格
子， 到如今的遍地开花。 闲时就
去菜地里拔拔草、 浇浇水、 摘点
新鲜蔬菜放左邻右舍门前喊一声
就离开。 一颗葱与蒜， 也能让大
家的餐桌芳香四溢。 儿子说婆婆
是大厨级别： 八宝饭、 水晶饺、
鸡蛋卷、 炕豆皮， 样样都做得好
吃， 婆婆一旁乐呵呵地笑着。

去年婆婆看东西模糊， 但依

然舍不得放下针和线， 我们劝婆
婆歇歇， 可婆婆说， 一天不拿针
线， 心里空得慌。 后来去医院检
查后才知道是患了白内障， 要住
院换晶体。 几个月后， 婆婆的视
力恢复 ， 又开始做她的针线活
儿 ， 只不过做的比以前更精致
了， 往往还没等做好， 婶婶娘娘
们便争着要拿回家， 婆婆笑眯眯
地应允着。 有时她们围坐一起数
落自家孩子， 可婆婆从不参与这
类话题， 她总是劝大家要体谅子
女工作的不易， 多替孩子们分担
家务事， 让子女安心工作， 就是
老辈帮了他们的大忙。

新竹高于旧竹枝， 全凭老干
来扶持。 婆婆用她的方式在我们
的心里种下了一棵常青竹， 在变
化万千的尘世中摇曳着翠生生的
光景。 家有老， 是一宝， 能有这
样的婆婆幸福不言而喻。

““上上官官妈妈妈妈””和和她她的的““十十三三太太保保””

———读《摆脱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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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启示

“上官妈妈 ” 大名叫上官
莹， 是轮轨探检班班长。 她靠着
自己的一套“管理经”，硬是把她
的十三个“娃”锤炼成了“十三太
保”， 这个小小班组一下子成了
闻名全局的 “铁拳头班”。

开完班前会， 班里最小的员
工张凯推开椅子起身就走， 刚走
两步 ， 便被 “上官妈妈 ” 叫住
了。 回过头， 只见 “上官妈妈”
冲他竖起了一个指头， 吓得张凯
赶紧走回来把椅子推回原位。

别小看 “上官妈妈” 的这根
指头， 它可以 “点石成金”， 班
组员工都挺怵它 。 原来 , “轮轨
探检班” 有自己的一套规定， 安
全帽干完活儿没放回衣帽柜， 要
被罚发10元红包； 水杯喝完随手
乱放， 10元红包； 坐过的椅子没

有归位， 10元红包。 你别说， 这
个办法很灵， 久而久之， 大家都
养成了好习惯。 完活儿后工帽都
整整齐齐摆放在工帽柜里； 每个
人的水杯都贴着标签整齐列队摆
放； 坐过的椅子大家已习惯随手
归位。 不过也有例外， 这不， 从
外边干完活儿风风火火冲进屋的
许嫣然 ， 就中了安全帽乱放的
“枪”，又被“上官妈妈” 套现了。

熊悦跟朱侠去做轮轴探伤检
测， “上官妈妈” 也屁颠屁颠地
跟去了。

“一会儿干活儿的时候你们
要细检细测， 这时段温度高， 太
热， 你们干一会儿就休息一下喝
点水， 不要中暑。” “熊悦， 你
头发太长了， 这样不安全， 干活
儿的时候要拢在安全帽里。”

“好嘞 ， 我知道该怎么做
了， 你就放心吧， 赶紧走、 赶紧
走!” 对于 “上官妈妈” 的关心，
熊悦嘴上不耐烦， 心里却温暖、
快乐着。

“许嫣然你吓死我了， 找了
几处都没有你 ， 瞧你这一天天
的， 干活儿时候能不能别逞能？
单独干就算你最厉害？” 上午10
点半 , “上官妈妈 ” 终于 “逮 ”
到正在挥汗如雨干活儿的许嫣
然， 她特有的 “大嗓门” 一下子
就响了起来。

许嫣然抬手抹了一把脸上的
汗水， 对 “上官妈妈” 一笑说：
“我生理期， 刚刚抽空去了趟厕
所 ， 就离开了一会儿 ， 你放心
吧， 不逞能。”

“啊？ 这样啊， 我来干吧，
你休息一会！ ”“上官妈妈”说道。

中午12点， 干完活儿的 “十
三太保” 坐在工作现场等待送饭
车。 这时， “上官妈妈” 从远处
推着自行车走过来， 她像 “变戏
法” 似的， 从自行车上端出了一
盆盆菜肴 ， 总共三大盆十几样
菜， 有凉拌三丝、 粉蒸肉、 肉末

茄子、 凉拌猪耳朵等等， 简直就
是饕餮盛宴， 大家迫不及待地伸
出了筷子。

据说， “上官妈妈” 的 “变
戏法” 是她的 “保留节目”， 隔
三差五就要来一次， 自己出钱，
让 “十三太保” 们大块朵颐。 在
品尝佳肴的同时， 大家围在一起
也找到了 “家” 的感觉。 这不，
听说今天 “上官妈妈” 又要 “变
戏法”， 许嫣然早上就以减肥为
由少吃了好多 ， 就等 “保留节
目” 上演呢。

轮轨探检班年轻女性多， 新
婚 、 怀孕 、 待产都需要特殊照
顾， 她们之中的大多数都是外地
或者农村来的， 父母不在身边，
“上官妈妈 ” 对她们嘘寒问暖 。
谁生病了、 谁家孩子没人照看 、
谁急着脱单等等这些家长里短的
事情， “上官妈妈” 也很上心，
谁让她是 “上官妈妈” 呢。

“上官妈妈” 常说： “班里
的这些娃们有的跟我孩子差不多

大， 我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孩子来
看待， 对他们连 ‘吓唬’ 带 ‘忽
悠’， 只要他们不在心里记恨我
就行。”

“老陈和小张， 你们俩去把
探伤仪修了， 许嫣然和张毓敏去
涂抹液压油、 防滑剂， 小刘去领
料入库， 熊悦去安全防护……”

安排完下午的工作， “上官
妈妈 ” 的 “唠叨 ” 还在没完没
了。 “小刘， 材料很多很重， 你
一个人行不行， 需不需要我去跟
你搭把手？” 她望着刘琳瘦弱的
身子 ， 担心地问道 。 好在她的
“男娃” 们很给力， 有好几个自
告奋勇地提出要给予帮忙。

这就是“上官妈妈”，一个仁
厚、善良、唠叨成瘾的妈妈班长。

“上官妈妈， 检修车间来验
收了， 你来看一下。” “上官妈
妈 ， 这轴轮有伤 ， 你快过来 。”
“上官妈妈 ， 这里……” 这不 ，
“上官妈妈” 手里的对讲机又传
来了呼叫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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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贫困 》 一书于1992
年7月出版， 收录了习近平总书
记担任中共宁德地委书记期间，
自1988年9月至1990年5月的重
要讲话、 文章。 这些讲话、 文
章不仅深刻回答了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也对我们的思想和作风有很多
启示。

首先 ， 习 总 书 记 提 出 了
“弱鸟先飞” 的意识， 即针对闽
东这只 “弱鸟”， 第一要义要把
事事求诸人转为事事求诸己 ，
引导当地干部群众在思想观念
上增强改革意识、 开放意识及
商品观念、 市场观念、 竞争观
念，从而使“先飞”不仅可能，而
且现实。 从个人角度来说，面对
困难， 也应先从自身找原因，依
靠自身的努力、 学习、 奋斗、优
势，在某一领域“先飞”，弥补客
观不足， 从而使 “弱鸟可望先
飞， 至贫可能先富”。

其次 ， 习 总 书 记 赞 扬 了
“水滴石穿 ” 的精神 ， 这既是
“一种前仆后继、 甘为总体成功
牺牲的完美人格”， 又是 “一种
胸有宏图、 扎扎实实、 持之以
恒、 至死不渝的精神”。 滴水穿
石， 本是一类自然景观， 然其
锲而不舍的韧劲和毅力， 每每
使人叹为观止 。 就个人而言 ，
无论身处何种工作和岗位， 作
为中国快速发展时代潮流中的
一滴水， 也应树立远大的理想
和坚定的信念， 以满腔的热血
和豪迈的激情投入到工作之中，
一点一滴， 涓滴成流， 用实际
行动实现个人价值。

最后 ， 习总 书 记 倡 导 了
“四下基层” 的作风， 即在扶贫
工作中， 要 “信访接待下基层、
现场办公下基层、 调查研究下
基层、 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
层”， 强调 “下基层”， 是为了
“把心贴近人民”。 习总书记在
宁德工作期间， 带领各级领导
到群众中走访， 在扶持经济发
展， 帮助群众富裕起来的同时，
用实际行动阐释了什么叫 “密
切联系群众”， 什么叫 “为群众
办好事、 实事”。 从个人而言，
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在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的社会
环境中， 方能实现个人抱负。

总的来说 ， 《摆脱贫困 》
为现今的扶贫工作提供了习总
书记在闽东的实践、 思考记录，
造就了 “宁德模式” 的精准扶
贫理念， 展现了为实现中国梦
而奋斗的毅力和决心， 值得反
复阅读。

投稿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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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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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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