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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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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两天， 回龙观支局龙锦苑
投递部收到了一封家住回龙观龙
泽苑社区张玉生写来的表扬信，
表达他对18年来一直为他提供上
楼投递服务的回龙观支局投递员
的感谢。

张玉生是一位参加过抗美援
朝的伤残军人。 18年前， 他想订
一份报纸， 但由于腿脚不灵便 ，
家又住在没有电梯的老式楼房的
四层， 上下楼的120级台阶， 着
实让他犯了愁。

一次偶然的机会， 张玉生碰
到了正在小区送报纸的邮政投递
员，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 他将自
己的特殊情况以及想订报纸的心
愿告诉了投递员， 投递员二话不
说就答应为他上门送报。 最让张
玉生老先生感动的是， 没想到当
初一个小小的不情之请， 这一坚
持， 就是整整18年！

18年来， 回龙观支局龙锦苑
投递部的投递员换了一批又一
批， 但不管人员更迭， 还是春夏
秋冬的季节变化， 投递员每天都
会把报纸及时送到张玉生老先生
居住的四层楼上。

现在为张玉生老先生提供上
楼投递服务的王晶说， 他2007年
入局， 2009年开始为老先生提供
上楼投递服务， 至今已经服务了
11年。 这几年， 虽然他调岗干上

了投递道段的替班员， 但每周还
能有一天为张老先生提供上楼投
递服务。 无论是在他之前的投递
员， 还是后来接手他投递道段的
投递员， “为张老先生提供上楼
投递服务”， 这个18年前的一份
小小的承诺， 化作了一个个默默
的坚守， 哪一位投递员都不愿意
因为自己的原因而将这份看似普
通而又饱含深情的坚守， 在自己
的投递工作中中断。

回龙观支局龙锦苑投递部见
习经理李明慧说， 在回龙观支局
龙锦苑投递部有一个特殊服务道

段， 对象都是一些像张玉生老先
生这样的特殊订户， 他们或者身
体不便，或者家有特殊原因，投递
部一直免费提供上楼投递服务。
这已经成为他们投递部的一个传
统，而且已经坚持了20多年！

“传邮万里 国脉所系”， 投
递工作是一份普通又平凡的工
作， 每天都有无数的邮政投递员
不辞劳苦地穿梭在大街小巷， 兢
兢业业 、 勤勤恳恳地努力工作
着。 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 用自
己的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曲动人
的奉献之歌。

□赤涛 文/图18年的坚守

■图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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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益君 文/图

那天周一入村 ， 刚到村委
会， 就见村里的贫困户齐自英大
娘远远地招手。

我走上前问： “大娘您有事
儿吗？”

齐大娘拉住我的手， 乐呵呵
地说 ： “走 ， 到大娘家吃酥菜
去。 这两天我备了些料， 今儿炸
酥菜吃。”

我笑了： “这还没到年根儿
底下呢， 这么早就炸年菜啊。”

齐大娘认真地说： “正因为
不到年根儿才炸呢， 今儿不光请
你去吃， 你还要帮大娘个忙， 把
那 两 位 经 常 到 我 家 的 干 部 也
请来。”

我好像一下子明白了大娘的
用意。 齐大娘是我们村32个贫困
户中最贫困的一家， 当时我刚到
村任职第一书记到她家走访时。
一下子被她家的贫困现状惊呆
了， 主房露着天， 齐大娘和有病
的老伴住在破旧的配房里。 齐大
娘只有一个女儿， 嫁到邻村， 也
因为家庭拮据， 顾了自己顾不了

老人。
齐大娘家的贫困状况让我牢

牢地记在了心上， 我找到帮扶齐
大娘家的两位镇里干部， 商量脱
贫对策。 他们都说齐大娘家的情
况确实特殊 ， 改善生活条件好

办， 我们给她家办了最低生活保
障， 实施了 “光伏扶贫” 政策，
每月都有五百多元的收入， 难的
就是她家的住房问题， 可以实施
危房改造， 可政策外的钱从哪里
出， 这是个难题。

正在我们为齐大娘家的住房
问题绞尽脑汁时， 2020年国家提
出脱贫攻坚， 不落一人的号召 ，
镇里决定， 特困户危房改造政策
外的所有费用全部由政府协调解
决。 这下好了， 齐大娘家的新房
子终于能盖了。 房子招标建设的
那些日子里， 我和两位帮扶干部
几乎天天到工地查看， 把质量、
催工期， 不到两个月， 三间气派
敞亮的新瓦房就建成了。

齐大娘搬进新房的那天， 拉
着我们的手老泪纵横， 说从来没
有想过这辈子还能住上这么好的
房子。

今天齐大娘突然要炸酥菜给
我们吃， 我想肯定是想表示下她
的心意。 见我犹豫， 齐大娘拉着
我就走， 边走边说： “不就是吃
几块酥菜吗， 又不犯纪律。”

来到齐大娘家， 院子里已经
支起了锅灶， 桌子上摆满了炸菜
的备料， 锅灶边是新劈的木柴。
齐大娘说用这样的锅灶和新鲜的
花生油炸的酥菜才好吃。

齐大娘炸酥菜在村里是出了
名的， 每到腊月底， 她都会支起
锅灶， 炸年菜敬天敬地， 纳祥祈
福， 那香喷喷的味道足以香满半
条胡同。

看着大娘兴高采烈的样子，
我不忍心扫了她的兴， 就给两位
帮扶干部打了电话。

两位帮扶干部赶来时， 香喷
喷的酥菜刚好出锅。 齐大娘挑了
一盘送给我们， 虔诚地说： “以
前我炸酥菜敬天敬地， 都没有给
我送来好福气。 还是共产党的政
策好， 还是你们这些孩子心眼儿
好， 让我住上这么新的房子。”

我们吃酥菜的时候 ， 齐大
娘用三个 柳编小筐 ， 拾了满满
的三篮酥菜， 说： “以前过年你
们都给我送米送面， 今儿我先给
你们送点儿好吃的， 带回去给家
人尝尝。”

我们不想惹大娘不高兴， 收
下了。 我知道， 收下的不仅仅是
一份暖暖的心意， 还是一份沉甸
甸的责任。

冬日黄昏， 寒风峭厉， 暮
色一点点晕染开来， 街灯次第
点亮， 行人步履匆匆。 街角那
儿有一辆卖卷饼的小车， 车上
挂着的灯很亮， 灯光照着一个
趴在车旁写字的小女孩。 她的
书桌很简陋， 就是一块搭在两
根车把手上的木板 。 她的妈
妈———一个秀气的中年女人站
在旁边 ， 手中握着的不是手
机， 而是一本书， 就着灯光认
真阅读。 她面色平和， 眉头舒
展， 嘴巴微微翕动， 那样子仿
佛不是站在寒冷喧嚣的街头，
而是身处温暖明亮的书房。 这
幅画面让我的心湖泛起柔和愉
悦的微澜。

我不由得联想起 《中国诗
词大会》 第三季落幕时， 过五
关斩六将赢得季冠军的那位其
貌不扬的外卖小哥。 那位小哥
对诗词有着一份独特而痴迷的
热忱。 尽管生活没有给他一份
清闲的时光和一间安静的书
房， 尽管一年365天风里来雨
里去， 他仍然想方设法挤出时
间读自己喜爱的诗词。 比如等
餐时 ， 他会拿出随身携带的
《唐诗三百首》， 一单外卖送到
了， 一首诗也会背了， 心里特
别高兴。 因生计所迫， 他不能
随心所欲购买自己喜欢的书，
只能在书店里站着背， 回到家
再默写出来， 记不牢的地方下
次去书店再核对一遍。 就这样
一年年坚持， 积攒了一千多张
小纸条。

这份热爱与坚持感动了无
数人， 董卿说： “你在读书上
所花的任何时间， 都会在某一
个时刻给你回报。 你所有风吹

日晒的奔波劳苦、 所有站在书
店里偷偷背下来的诗句， 都在
此时此刻绽放出夺目光彩。”

是的， 当身边人都在为
生 计 烦 恼 、 奔波时 ， 他却在
书中找到了 “另一个世界 ”。
在这个世界里， 有 “银鞍照白
马 ” 的洒脱 ， 有 “共剪西窗
烛” 的情谊， 有 “橫看成岭侧
成峰” 的趣味， 有 “吹尽黄沙
始到金” 的坚守……通过读书
跨出了自己的 “井底”， 走向
更广阔的世界， 触到梦中的月
桂枝。

相信爱读书之人都有这种
体会： 白天， 为生计奔波， 应
付各种人和事， 忍受各种情绪
和境遇； 到了晚上， 结束了一
天的工作和家务， 周围也渐渐
安静下来， 这个时候， 伸个懒
腰， 舒一口气， 从书架上抽出
一本书， 让自己沉浸在书本构
造的世界中， 忘却各种烦恼和
不快， 跟着书中的主人翁去游
历世界。 这种体会不仅使身体
放松， 也使心灵得到修补。

古人云： 书中自有 “千钟
粟 ” “黄金屋 ”。 我倒觉得 ，
书中别有洞天。 想想看， 我们
每个人的生活空间都是有限
的， 我们每个人的经历也是有
限的， 只有通过书本， 才能看
到 “另一个世界”， 经历 “另
一种生活”， 认识 “另一种人
生”， 欣赏 “另一种风景”， 获
得 “另一种智慧”， 就好像多
过了几辈子的生活。

哲人说得好：“书籍是人类
思想的宝库”“过去一切时代的
精华都在书籍中”，那么，从此
刻起，爱上读书，认真读书。

别有洞天在书中
□赵闻迪

■工友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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