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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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北京市门头沟区大峪街道丽湾西园社区 叶华 （铜奖）

一枝一叶总关情

我来自门头沟区大峪街道
丽湾西园社区。 我们小区是刚
成立三年的新社区， 让我印象
最深的， 是成立之初， 第一个
找上门来的王阿姨。

她皱着眉头， 手里拿着法
院判决书， 一进门就说： “咱
们居委会倒是成立了， 可什么
时候能上户口呢 ？” 我听了有
点蒙圈， 心想： 落户口应该找
公安局吧 ？ 我忙给她沏了杯
茶， “阿姨您喝口水， 慢慢儿
说 。” 原来 ， 王阿姨退休后卖
掉了城里的学区房， 到我们小
区买了一套新房。 由于新小区
这边暂时不能落户， 学区房那
边就迁不进去， 耽误了人家孩
子上学。 法院判决王阿姨赔付
5万元违约金 ， 并在户口迁入
之前每天补偿对方25元。

听了王阿姨的叙述， 我很
惊讶 ， 干了二十多年社区工
作， 这样的问题我还是第一次
遇到。 我计算了一下， 一天25
元 ， 一个月750元 ， 一年就是
九千多元钱。 不算不知道， 一
算吓一跳。 这可是两三个月的
工资， 搁谁不急啊！ 我想， 尽
管居委会不能上户口， 但居民
的所急所盼， 正是我们工作的
出发点。 于是我说： “您先回
去， 我帮您问问， 保证给您一

个满意的答复。”
送走了王阿姨， 我找到了

辖区民警。 一问才知道， 新小
区落户可没那么简单 。 首先 ，
地产开发商要 “五证齐全 ” ，
并出具小区平面图和业主花名
册， 到公安局备案， 俗称 “落
大户 ”。 然后由民政部门对门
牌号进行审批 。 还要通过人
防、 消防部门的各项检查， 再
加上物业公司和居委会提供的
材料， 最后居民才能办理户口
迁入。

事情总算有了头绪， 接下
来由 “社区吹哨 ， 各部门报
到 ”， 在区委 、 区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 不出三个月， 就解决
了问题。 我赶紧把好消息告诉
了王阿姨。 她带上房产证直奔
派出所， 成为小区第一名办理
落户的居民。 办完之后， 她举
着户口本儿， 高兴地说： “太
谢谢你们啦！ 是你们帮我去了
一块心病啊 。” 说实在的 ， 能
帮居民解决最实际的问题， 把
政府工作落到实处， 我们比她
更开心。

今年是比较特殊的一年 ，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社
区居民、 党员和志愿者始终和
我们在一起， 织密防控网， 筑
牢坚不可摧的社区防线。 当小

区居民汪敏看到社区工作者们
没有任何防护措施， 却24小时
在岗值班时， 急忙让女儿从国
外想方设法寄来了200个口罩，
并全部捐献给了社区。

那天是1月31日， 外面刮着
大风， 她衣着单薄， 只裹着一
条围巾， 把口罩放下后转身就
走， 远远地挥了挥手说： “保
持距离啊！ 你们一定要做好防
护 ， 保重身体 ！” 简短的几句
话 ， 却道出了浓浓的关切之
情 。 望着她渐渐远去的背影 ，
大家的眼眶都盈满了泪水， 向
她深深地鞠了一躬。

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
的纽带与桥梁， 是服务群众的
“神经末梢 ”。 为居民办实事 、
做好事， 让居民生活更加美满
幸福， 就是我最大的满足。

“衙斋卧听萧萧竹 ， 疑是
民间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 一枝一
叶总关情”。
（北京市门头沟区总工会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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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闻迪 文/图

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 厂工
会在微信群里发出倡议：“时近岁
末， 工会计划开展一次 ‘暖冬行
动’，向贫困村捐赠棉衣，希望员
工们踊跃参加。 ”消息一发布，大
家就活跃起来了， 有人问：“光要
棉衣吗？棉被、毛毯要不要？”有人
问：“指定捐赠点设在哪里？ 棉衣
交给谁？”有人问：“需要人手帮忙
吗？ ” ……工会工作人员一一回
答：“棉衣、棉被、毛毯都可以，八
成新以上，整洁、无破损，用干净
袋子装好送到工会办公室就行
了。感谢大家的热情支持和参与，
让我们一起为这不平凡的2020年
画上一个温暖的句号。 ”

放下手机，望向窗外，时间过
得真快啊。居家隔离、保供抗疫的
情景还历历在目，“今年真难熬”
的愁叹仍在耳边， 光阴的齿轮已
转动到年尾，不管喜欢与否、舍得
与否，2020年都将离我们而去了。

回望这一年， 脑海里最先浮
现出的一句话就是：“赠人玫瑰，
手有余香。 ”这话我早就知道了，
但今年感受最深。这一年里，我参
加的大大小小的公益活动有十余
次，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这两次。

其一是年初居家隔离期间，
我参加了“党员进社区助力抗疫”
活动。当时，我所在小区的党员们
分成四个小组轮流参与门禁值
班、环境消杀、信息统计、晚间巡
逻等工作。

一个呵气成霜的早晨， 轮到
我值班。 看完夜间出入记录、 合
上本子， 一抬眼瞥见一个瘦瘦的
小男孩站在值班室窗户边， 手里
捧着手机， 耳朵里塞着耳机， 低
着头 ， 全神贯注地盯着手机屏
幕， 不时跺几下脚。 我心头涌起
几分反感， 这是谁家的孩子， 一
大早就跑到这里玩游戏 ， 真淘
气！ 快到中午他还不回家， 我的
反感变成了厌恶， 同时也担心天
太冷冻坏了他 ， 便走过去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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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辨道： “阿姨， 你

误会了， 我就是在学习呀！”
原来他是小区清洁工的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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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才来这里蹭网的。了解原委后，我
让他到屋里学习， 并跟他说以后
可以到值班室上网课， 他开心地
笑了。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社区工作
人员，经过商量，我们在微信群里
发出通知： 欢迎家里不方便上网
的孩子到值班室上网课。 一位大
妈感激地说：“你们帮我解决了一
个大难题，谢谢！ 我不怕日子苦，
就怕耽误了孩子。”每每看到孩子
们在简陋的值班室里认真上课的
模样，我便觉得再辛苦也值得。

其二是儿童节前夕， 我们厂
女工委跟结对子的贫困村共同开
展“陪留守儿童过‘六一’”活动。
我们知道今年春节期间这个村绝
大部分孩子的父母都没能回来跟
家人团聚，便多买了一些图书、玩
具、衣服和零食，希望孩子们看到
这些好吃的、 好玩的东西能略微
缓解思念之情、高高兴兴过个节。

那天，我们这些“爱心妈妈”
给孩子们洗头发、 剪指甲、 辅导
功课， 陪他们唱歌、 跳舞、 做游
戏。 一位老奶奶说： “好久都没
听到孙女这么大声地笑了。” 她
的孙女是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
神情怯生生的、 头发乱蓬蓬的。
我给她梳了麻花辫 、 扎上蝴蝶
结。 她摸着红蝴蝶结， 脸色开朗
起来， 说： “妈妈在家的时候也
是这样给我梳小辫的。” 我想问：
“你想妈妈了？” 话到嘴边又止住
了。 她像看出我的心思， 乖巧地
说 ： “爸妈在流水线上生产物
资， 那是重要的事情。 我在家里
听老师话、 好好学习， 他们就放
心了。” 我搂着她， 在心里为这
个坚强懂事的孩子点赞。

这一年，我重新体会了珍惜、
感恩、 坚韧这些词的含义。 下一
年，希望我能做得更多，希望与我
同行的人也更多……

22002200 与与你你同同行行

敬敬业业八八小小时时
做做好好今今日日事事

““八八小小时时约约定定””首首都都职职工工演演讲讲比比赛赛

■图片故事

□高中梅

文学始终离不开生活

汪曾祺是京派作家的代表人
物 ， 师从于文学大师沈从文先
生， 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
文人 ， 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
《汪曾祺的写作课》 是浓缩汪曾
祺几十年文学经验的阅读写作
课， 有着他关于文学创作的方法
心得和真知灼见。

本书精选了汪曾祺关于阅读
与写作的35篇文章， 有对阅读的
经验之谈， 如 《开卷有益》 《谈
读杂书》 《读廉价书》 等； 对技
巧的精确提炼， 如 《思想·语言·
结构》 《小说技巧常谈》 《文学
语言杂谈》； 对创作的深刻感悟，
如 《小说创作随谈》 《认识到的
和没有认识的自己》 《我的创作
生涯》 等。 此外还特别收录了汪
曾祺先生的小说代表作 《受戒》。

关于创作， 汪曾祺认为想象
和虚构的来源还是生活。 一是生
活的积累， 二是长时期对生活的
思考。 思考， 不是抽象的思考，
而是带着对生活的全部感悟， 对
生活的一角隅 、 一片段反复审
视， 从而发现更深邃、 更广阔的
意义。 思考始终离不开生活。

汪曾祺以沈从文的 《边城 》
为例 ， 这一部中篇小说中的人
物、 故事都是想象出来的， 但却
真实到有人认为真有那么一回
事， 甚至想要去故事发生的茶桐
去看看。 只有 “有丰富的生活经
验， 积累了众多的印象， 并加上
作者的思想、 感情和才能， 才有
可能想象得真实。”

一部小说中最重要的是什

么？ 汪曾祺说： “思想。” 这里
说的是写作者自己的思想， 不是
别人的思想， 也不是哪本经典著
作中引申出来的思想。 有了生活
的积累 ， 并不是小说诞生的开
始。 促使小说诞生的是作者对这
段生活的思索。 它到底有怎样的
生活意义？ 汪曾祺以自己的短篇
小说 《虐猫》 的结尾为例， 最后
的结尾是他几年思索之后才落笔
的。 现在太多人匆忙中的作品往
往缺少的就是一种思想。 思索，
再思索， 思索之后再动手， 是汪
曾祺给我们的又一个建议。

说到小说的语言， 汪曾祺认
为， 语言和思想是互相交融的，
无法将两者剥离开来。 语言的粗
俗就是思想的粗俗， 语言的鄙陋
就是内容的鄙陋。 什么是好的语
言， 什么是差的语言， 只有一个
标准， 就是准确。 在他看来， 作
为小说家， 书面语言要少写， 语
言要贴着生活， 要在方言和民间
文学中寻找语言的滋养。 他说，
对于语言的使用， 好比是揉面。
面只有揉到了 ， 才会筋道有嚼
头， 让人食之有味。 锤炼自己的
语言， 是每一个文学创作者的必
修之课。

那么怎样才能写出汪曾祺那
样 “明白如话、 平淡有味” 的语
言呢？ 他认为作家要随时随地向
群众学习语言， “只要你留心，
在大街上， 在电车上， 从人们的
谈话中， 从广告招贴上， 你每天
都能学到几句很好的语言。” 他
的语言非常接近生活语言， 少事
雕琢 ， 不尚辞藻 。 那些普普通
通、 平平常常的群众语言， 被他
用活了， 用出了别样的味道。 为
什么？ 因为 “未经人道”。 正如
他所说的： “用词不必求怪， 写
出人人心中皆有、 笔下却无的句
子来就好。”

———读汪曾祺 《汪曾祺的写作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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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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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