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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到底要不要回老家？ 这
个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 ， 现在
困扰着老张， 让同事们也都为他
着急。

老张是单位里的值机员， 他
的老家在千里之外的四川， 他与
妻儿在城里已工作生活多年。 老
张从刚来时被大家称为 “小四
川”， 到现在已成了 “老四川”，
也早已融入本地生活， 但毕竟根
在四川， 每年春节都回川探望父
母。 老张也是很随和的人， 像劳
动节、 国庆节、 中秋节他都主动
跟本地员工换班， 承担起值班顶
岗的任务， 让本地人能安心回家
过节或外出游玩， 这样老张也可
以把积攒下的假日放在春节一起
用 。 单位里的 “小贵州 ” “尕
娃 ” “老俵 ” “老陕 ” “汉伢
子” 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 他们
跟老张一样 ， 本地员工理解他
们， 达成了默契， 形成一种融洽
和谐的氛围。

然而 ， 今年受到疫情的影
响， 外地员工都跟老张一样犯了
愁。 回去吧， 一路舟车劳顿风险
不小。 去年春节后受突如其来的
疫情影响 ， 老张就被迫滞留老

家， 好不容易回来后又按规定自
我隔离两周， 实在是既麻烦又误
事。 可是， 如果不回去， 乡愁难
解， 亲情难慰， 特别是惦念年迈
的父母。 老张已买好了许多吃的
喝的用的， 准备带回老家去。

正在大家为难时， 单位领导
作出了一个决定： 鼓励外地员工
留下来过年， 凡不回去的每人发

放补贴， 还给每人发了一台家用
智能摄像头， 通过WiFi与手机连
接， 就可以远程操控360度拍摄
的摄像头。

老张打电话跟妻子商量， 说
还是不回了吧， 妻子也说刚接到
孩子学校通知， 说尽量不远行。
老张立马给老家的外甥转了笔
钱， 又把摄像头和年货都快递回

去， 吩咐外甥去帮外公外婆办理
一下宽带业务， 把摄像头装了。

没过几天， 老张就接到外甥
电话， 让他打开微信看看。 老张
开心地举着手机让同事们看他的
父母 ， 那边两位老人虽不善言
辞， 但画面上清晰地呈现出他们
既惊奇又激动的表情， 原来摄像
头还是夜视高清的呢。 老张跟父
母说， 春节不能回家陪他们一起
过了。 老人说着一口四川方言，
但同事们也能听出个大概。 老人
连说要得要得啥都要得， 说我们
也知道形势， 你们别回来了， 家
里好着呢， 厕所改造好了， 鸡也
好， 猪也好， 然后摸着身边黄狗
的脑袋说狗娃也很好。 听得同事
们禁不住都笑了起来。

前几天还满脸愁云的老张现
在云开雾散了。 他轻松地说， 不
回去既是为了他人， 也是为了自
己， 同样也是为了父母， 如果硬

要回去的话， 折腾不说， 万一真
与 “疫” 同行了， 那这顿年夜饭
还真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 他还
说， 大年三十儿晚上要与父母连
线， 隔空对话、 同框举杯。 老张
感慨道： “以前老人一直舍不得
多打电话， 更不会用智能手机，
现在好了， 有这摄像头， 我随时
随地可以打开手机看到老家屋里
的一切 ， 摆摆龙门阵 ， 看看他
们， 好得很呢。”

“小贵州” “尕娃” “汉伢
子 ” 也一样 ， 都决定留下来过
年。 他们说领导想得周到， 让人
倍感体贴和温暖， 现在老家的亲
人虽远在天边， 但仍近在眼前。
“老陕” 还说了句颇有意味的话：
“亲情常在线，天天是过年。 ”

看来， 今年这顿年夜饭都能
吃出别样的亲情乡愁 ， 等熬得
“疫过天晴”， 就能吃好每一顿年
夜饭。

腊八节是我国一个传统节
日， 千百年来传承至今， 积淀
了丰厚的文化底蕴。 那一碗热
气腾腾的腊八粥， 既让节日变
得粥香四溢， 又让许多文人雅
士不惜笔墨为此吟诗作赋。

唐 代 杜 甫 的 《 腊 日 》 ：
“腊日常年暖尚遥 ， 今年腊日
冻全消。 侵陵雪色还萱草， 漏
泄春光有柳条。 纵酒欲谋良夜
醉， 还家初散紫宸朝。 口脂面
药随恩泽， 翠管银罂下九霄。”
往年的腊日天气异常寒冷， 而
今年却连冰冻都没有了， 沐浴
着暖暖的冬阳， 诗人准备辞朝
还家， 纵酒狂饮度良宵， 但想
到皇帝平时的恩泽， 又难以提
出辞别的请求， 字里行间流露
出不能回家的淡淡忧伤。 从而
也不难看出， 当时腊八也是游
子回乡与亲人团聚的节日。

“腊月风和意已春， 时因
散策过吾邻 。 草烟漠漠柴门
里， 牛迹重重野水滨。 多病所
须惟药物 ， 差科未动是闲人 。
今朝佛粥交相馈， 更觉江村节
物新 。” 在宋代陆游的 《十二
月八日步至西村》 中， 虽是隆
冬腊月， 但诗人已感受到盎然
春意 ， 你看那柴门里草烟漠
漠， 野河边有许多牛经过的痕
迹。 腊日里人们互赠、 食用着
香甜的腊八粥。 浓郁的生活气
息， 跃然纸上。

如果说在古代文人笔下 ，
过腊八节、 食腊八粥透着浓浓

诗意， 而在现代作家的文章里
则显得绚烂多姿。 沈从文的《腊
八粥》：“初学喊爸爸的小孩子，
会出门叫洋车了的大孩子 ，嘴
巴上长了许多白胡胡的老孩
子， 提到腊八粥， 谁不口上就
立时生一种甜甜的腻腻的感觉
呢 。 把小米 、 饭豆 、 枣 、 栗 、
白糖、 花生仁儿合拢来， 糊糊
涂涂煮成一锅， 让它在锅中叹
气似的沸腾着， 单看它那叹气
样儿，闻闻那种香味，就够咽三
口以上的唾沫了……” 天真烂
漫的孩子们， 高高兴兴喝腊八
粥的场景被生动展现了出来。

被授予 “人民艺术家” 称
号的老舍在 《北京的春节》 中
写道 ： “在腊八那天 ， 人家
里， 寺观里， 都熬腊八粥。 这
种特制的粥是祭祖祭神的， 可
是细一想， 它倒是农业社会的
一种自傲的表现。 这种粥是用
所有的各种的米 ， 各种的豆 ，
与各种的干果———杏仁、 核桃
仁、 瓜子、 荔枝肉、 莲子、 花
生米、 葡萄干、 菱角米等熬成
的。 这不是粥， 而是小型的农
业展览会 。” 作者在娓娓叙述

中， 让我们看到了老北京人过
腊八的热闹场景。

“每年农历腊月初八北方
农村普遍熬制的 ‘腊八粥 ’ ，
窃以为那是粥中之王， 是粥之
集大成者。 谚曰： ‘谁家的烟
囱先冒烟 ， 谁家的粮食堆成
尖’。 是故， 到了腊八这一天，
家家起五更熬腊八粥。 腊八粥
兼收并蓄， 来者不拒， 凡大米
小米糯米黑米紫米黍米 （又称
黄米， 似小米而粒略大、 性黏
者也） 鸡头米薏仁米高粱米赤
豆芸豆绿豆花生豆板栗核桃仁
小枣大枣葡萄干瓜果脯杏杜莲
子以及其他等等， 均溶汇于一
锅之中， 熬制时已是满室的温
暖芬芳， 入口时则生天下粮食
干果尽入吾粥， 万物皆备于我
之乐， 喝下去舒舒服服、 顺顺
当当、 饱饱满满， 真能启发一
点重农爱农思农之心 。” 王蒙
的 《我爱喝稀粥 》， 不仅让读
者闻到了腊八粥的芳香， 还能
感受到喝粥时的幸福。

文人们笔下的腊八节， 粥
更香、 情更浓， 用心品读， 既
得闲情亦得雅致， 实为妙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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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下旬一个工作日的
早晨， 我接到厂宣传部主管打来
的电话： “小赵， 今天下午两点
继电保护班开展一次 ‘选师大
会’， 你去记录一下。”

放下电话 ， 我心里泛起了
“嘀咕”： 所谓的 “选师大会” 就
是给新入职的学员选择师傅， 一
般都在每年9月中旬开展， 这都
年底了开哪门子 “选师大会”？

百思不得其解， 我打通了同
事小张的电话问问情况。 小张是
检修部继电保护班的一名女青
工， 入职已有一年多了， 对班里
的情况比较熟悉。

小张告诉我， 这两三年， 随
着退休人员渐渐增多， 检修部门
下属的各个车间、 班组都出现了
不同程度的人才断层、 技术青黄
不接的情况。 公司陆续招收了许
多大学生、 高职生和技校生补充
技术力量， 但是， 人招进来了，
怎样教会他们技术， 使之尽快成
长起来、 独当一面， 成为部门、
车间和班组亟待解决的问题。“导
师带徒”是最常用的一种方式，但
这种方式比较传统， 需要改进和
创新， 以有效解决青工成长缓慢
和学习进度参差不齐的问题。

听到这里， 我忍不住问道：
“怎么会出现学习进度参差不齐
的问题呢？” 小张解释道： “以
前新学员分到班组里， 都是由班
长直接指定师傅， 然后签订 ‘师
徒协议’， 这样做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 有的师傅性格直爽干脆、
干事雷厉风行， 徒弟却是个内向
敏感的慢性子，师徒俩不对脾气，
说话、 做事步调不一致， 长此以
往， 师傅干师傅的、 徒弟干徒弟
的，给青工成长带来不利影响。 ”

“那，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你下午来看看不就知道

了？” 她卖了个 “关子”。
下午， 我早早赶到继电保护

班，班组布置成会场的样子，投影
仪在白墙壁上打出“选师大会”几
个大字，青工们坐在一边，师傅们
坐在另一边， 每个人脸上都流露
出既好奇又兴奋又期待的神色。

趁着还没开始， 我悄悄地问
班长朱庆连： “你们这个 ‘选师
大会’ 打算怎么选？”

他告诉我： “因为青工们的
学习进度慢而且参差不齐， 我和
副班长进行了调查， 发现了 ‘师

徒关系不和谐’ ‘培训方式不适
应’ ‘师徒交流不通畅’ 三个主
要问题， 怎么有效解决这些问题
真让我伤脑筋， 直到有一次我在
职工食堂吃饭时无意中听到几个
班里的青工闲聊， 才有了思路。
当时， 青工小杨说， ‘我要是能
跟着陆师傅干， 我这技术水平肯
定噌噌噌往上升， 为啥？ 我俩投
脾 气 呗 ！ ’ 青 工 小 李 接 着 说 ，
‘我喜欢项师傅 ， 我学技术慢 ，
她脾气柔和有耐心。’ 我脑子里
灵光一现， 干脆， 就让徒弟选择
师傅， 师徒 ‘自由组合’ 好了！”

我问道： “如果徒弟选择了
新的师傅， 那他原来的师傅会不
会觉得没面子？”

他说： “这个问题我也考虑
过 ， 所以这次 ‘选师大会 ’ 之
前， 我和部门领导一起给师傅和
青工都做了思想工作并达成一致
意见———无论选择结果是什么 ，
双方都能接受， 保证学习期满青
工必须各项技能都达标！”

“选师大会” 开始了， 师傅
们依次 “登台” 展示技艺。

“巡检中遇到保护装置报警
这种情况 ， 要第一时间查看报
文， 做好记录， 然后仔细检查仪
器， 千万不能盲目操作……” 陆
师傅用幻灯片图文并茂地介绍
“低压开关常规缺陷检查方法”。

“仪表校验前要搞清楚仪表
型号、 产品编号、 有效日期等，
检查设备外观是否完好， 做好记
录……” 项师傅用视频一边讲解
一边演示 “仪器仪表校验方法”。
师傅们的精彩“炫技”赢得阵阵掌
声。 徒弟们在台下窃窃私语：“原
来看似平常的工作中藏着这么高
深的技艺， 我太浮躁了， 今后一
定要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学习。”

看着一个个青工选择了自己
喜欢的师傅， 看着一份份签好的
《选师协议》， 朱班长高兴地跟我
说： “长江后浪推前浪， 相信年
轻的技术力量一定能顶上来！”

“线上”年夜饭

一次“选师大会”
■工友情怀

文人笔下腊八香
□马晓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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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