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友情怀

对于90后新生代， 电厂的老
师傅们多少带着点审视———这些
时髦的孩子踏实得下来不 ？ 毕
竟， 在电力生产一线， 安全压倒
一切， 心思要是踏实不下来， 这
安全靠啥保障啊。

小马就是一名年轻帅气的90
后小伙儿， 在电厂运行的岗位上
已干足了5年， 谈起师傅们当初
的担心， 东北小伙儿的话爽利痛
快： “我还真没觉得从学生到职
场有啥大的坎儿需要跨！ 挺自然
的， 既然选择到电厂， 那还有啥
转变不了的， 别管倒班不倒班，
该干啥干啥呗。 师傅们说的很朴
实， 最起码的职业素养得讲。”

小马走路脚底带弹簧， 浑身
像有使不完的劲儿， 有活力是年
轻人的特质， 比如小马， 别人胸
口只挂着一个普通胸卡， 他左边
兜挂胸卡， 右边兜排着三张黄色
笑脸， 别出心裁地将三个自制巡
检专用章挂在笑脸下面， 连同他
那张安全帽下的标准笑脸， 都在
宣示年轻人特有的朝气。

在运行巡检的岗位上， 如果
每天按部就班地巡视、 测温、 打
卡， 一天的工作很快就能打发 ，
可热情如小马却不甘于此。 巡检
记录表设计合理吗？ 还能怎么优
化？ 设备数据采集可以做哪些筛
减？ 兄弟班组的小指标数据怎么
提高的？ 只要爱思考， 命题总是
不缺的， 好学的小马时不时就与
师傅们沟通自己的新点子、 新想
法， 师傅们的担心渐渐地都化成
了欣慰与欣赏， 恨不得将自己的
潜心修炼倾囊相授。

小马在当下的语境里绝对称
得上是一个 “斜杠青年”， 比如
在 “就地过年” 的号召下， 部门
要拍一个拜年视频， 部长就点了
小马的将 。 小马这个 “后浪 ”，
集导演、 摄像、 调度、 剪辑等一
系列角色于一身， 拍出了运行人
员的精气神， 并且最重要的是让
“敏于行， 讷于言” 的理工男们
在镜头前对父母说出了 “贴心

话”， 结尾处无人机扫过众人头
顶 ， 大家共同拱手喊出 “爸 、
妈， 给您拜年！” “没有什么华
丽的言语 ， 可是我却看哭了 。”
这是今年春节看到小马他们部门
的拜年视频后很多同事的感受。

谈到这个应景的作品， 胖乎
乎的小马斜歪着头眯着一双笑眼
说： “还是有些遗憾， 有些地方
可以处理得更好， 但是情绪传达
还是到位的。 很多人对我们运行
人、 运行人的工作并不了解， 即
使是亲人。 通过镜头的表达， 最
起码让他们为工作的坚守与付出
被看到， 为亲人的理解、 同事的
了解提供一种途径也好。”

谈到刚刚过去的2020年， 小
马说因为防疫管控的原因， 自己
在厂里 “圈养” 长胖了不少。 为
了冲破疫情的阴霾， 2020年底，
小马拍摄了一组同事身穿工服绽
放笑靥的作品。 当职工食堂的大
屏上滚动过这些笑脸的时候， 很
多人都停筷凝神观看 ， 那些放
肆、 开怀的笑脸， 太感染人了！

“虽然这可能不是生活的常
态， 但我就是想用大笑来致敬艰
难的2020， 致敬我们每一位劳动
者。” 小马这样阐释自己的创作。

电力一线的“斜杠青年”
□何雅君��文文//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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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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桌上的时令密码
■图片故事

□马亚伟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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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小时候， 冬天的主打菜
是大白菜， 所以餐桌上总是显得
滋味寡淡。 所谓 “巧妇难为无米
之炊”， 没有食材， 再心灵手巧
的主妇也觉得日子过得捉襟见
肘。 可春天一到， 主妇们仿佛一
夜暴富一般， 有了大量的食材可
以打点餐桌， 她们便可劲儿发挥
起来， 把餐桌经营得活色生香。

我的母亲最擅长就地取材，
把大自然创造的原汁原味的美食
打扮一番， 让它们在餐桌上粉墨
登场。 所以我家的餐桌上总是藏
着时令的密码， 让我能轻易地破
解野外草木们发芽滋长的情况。

比如， 当母亲的葱油饼初登
餐桌， 那四溢的葱香告诉我， 春
天种下的小葱已经长得绿茸茸
了。 与此同时， 坡地上的柳树一
定也垂下了千万条绿丝绦。 于是
我招呼伙伴们 ， 去田野里撒欢
儿。 我们吹起柳笛， 让清亮的笛
音响彻田野。 我们编织柳条帽，
戴在头上互相追逐， 释放着春天

来临的喜悦之情。
再比如， 春天的第一剪春韭

登场餐桌时， 母亲总是笑眯眯地
说： “最新鲜的韭菜， 包韭菜鸡
蛋馅的饺子特别好吃 ， 都多吃
点！” 那个年代， 吃饺子是颇具
仪式感的事。 除了过年， 平时吃
饺子意味着某种特殊意义。 母亲

用这顿韭菜鸡蛋馅的饺子告诉我
们， 春播即将开始， 吃完饺子，
好好干活。 趁着春雨润泽大地，
赶紧把一年的希望种下去吧！

母亲就像一位信使， 总是采
撷带着时令色彩的食材， 让它们
在餐桌上传递季节释放的信息。
接下来的日子， 还有好多美食都

会一一亮相。 它们你方唱罢我登
场， 演绎着时令变迁的情节以及
季节转换的故事。

“雨前香椿嫩如丝”， 当香
椿炒鸡蛋登上餐桌后， 就离谷雨
不远了。 香椿这种美食特别有时
令特色， 能吃的阶段也就谷雨前
的十来天， 真的可以算是我们味
蕾上惊鸿一瞥的记忆 。 谷雨之
后， 香椿就老掉了， 不能吃了。
年年岁岁， 香椿都来赴我们的味
蕾之约。 当那浓郁醇香的味道掠
过舌尖之后， 我们就开始憧憬谷
雨的雨了。

接下来， 还有榆钱饭、 槐花
饭。 吃完榆钱饭， 春天就要离开
了。 “若有人知春去处， 唤取归
来同住 。” 可春天是留不住的 ，
因为季节的鼓点催促着自然万物
赶紧完成交接仪式， 时光的流逝
就在我们身边的风物变化中。 到
了吃槐花饭的时候， 正是初夏时
分。 槐花的甜香在微热的空气中
流淌着， 母亲兴致勃勃地做着槐

花饭。 她轻声感叹着： “又该吃
槐花饭了， 这一年年的， 过得可
真快啊！” 母亲的表情是欣喜的，
因为她在努力用各种各样的美食
挽留美好的时光。 珍惜过， 就不
会留有遗憾。

多年过去了， 如今每个季节
都有品种繁多的蔬菜可吃。 不过
母亲仍旧保留着吃时令美食的习
惯。 我家的餐桌上， 依旧保留着
神秘而生动的时令密码， 这密码
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但却藏着母
亲的生活智慧。

餐桌上的时令密码， 是母亲
在告诉我们经营生活的秘诀， 也
是母亲留给我们奔向大自然的线
索。 我们与大自然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 智慧的人们懂得采撷大
自然的精华， 用来丰富自己的生
活 。 我们同时也在向大自然证
明， 自然与人类息息相关， 是我
们赖以生存的根本， 我们会善待
自然。 因为善待自然， 就是在善
待我们自己。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许多人以为， 能识字便会
“开卷有益”， 其实读书也是一
个技术活。 著名作家、教育学家
叶圣陶一生致力于语文教育 ，
对读书更是有着超人的见解 。
《学会读书：叶圣陶28堂阅读进
阶课》，便是汇其一生的读书经
验，剖析读书技巧，让读者学会
读书 、选书 ，读通书 ，从而提升
自我。

世界上最大的是书， 因为
它能让我们长大，让世界变小。
注重阅读方法， 是公认的低投
入高回报的学习方法。 但是，现
实中大家读书都有三大烦恼 ：
书太多读不过来， 时间不够用
读得太慢，看完就忘了记不住。
其实，和读书达人相比，我们的
差距不在天赋和努力程度 ，而
在于读书方法。 只要掌握了科
学高效的读书方法， 便能在短
时间内化最小的力气掌握书中
知识，从而为己所用，获得人生
竞争优势。 《学会读书》集叶圣
陶先生的读书认知，从“读书的
百万理由”“读书无小事”“学会
读书”“读些什么书”四个方面，
对读书态度、读书方法、书籍选
择进行了讲授， 让我们在掌握
高效读书的方法中， 彻底摆脱
知识焦虑， 成为真正高效的学
习者。

读书的态度不是信从 “为

了读书而读书 ”， 也不能死读
书 、钻牛角尖 ，要活读活学 ，才
能摆脱思维束缚，为我所用。 因
为每一本书都不是 “吃饱了饭
没事做， 写来作为消遣的”，而
是 “把经验和意思” 进行传送
的。 “书是人类经验的仓库”“阅
读是吸收”，是用现实生活来检
验他人的经验， 将书中知识转
化为认知世界的能力和获得经
验的通道。 这不仅是读书的目
的， 也是读书态度的问题。 所
以， 我们要从阅读中发掘作者
的情感，或愁苦或喜悦，或明亮
或晦暗， 在字里行间驱遣着自
己的思想与作者前行， 让眼界
拓宽，让情感丰富，这才是正确
的阅读态度。 这一种阅读态度，
必然会塑造正确的人生观念 ，
让读者“在故乡的风土里，寻回
自己的根系 ” “在文字的斑驳
里，感受一代人的风骨”。

书山有路，阅读有术，下笔
有神 ，开卷有益 ，找对方法 ，才
能提升认知效率， 让读过的书
真正成为自己的财富。 《学会读
书 》指出 ，读书时 ，要像腹中有
些饥饿的人面对着甘美膳食的
时候似的，饥不择食地“认真阅
读 ”；要 “驱遣我们的想象 ”，像
听音乐一样发散思想， 与作者
的情感进行碰撞， 读一节回想
一下这一节说的是什么， 进行

设问；要“训练语感”，提升语言
水平和感知能力， 提高鉴赏能
力，最终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
要以揣摩为目标，“听听别人的
话 ”，看看别人的故事 ，想想别
人的心情，因为听话也是阅读，
不过读的是 “声音的书 ”；要精
读更要略读， 说理的文章只需
大概论理地读， 叙事叙情的文
章最好美读，读出文中词、句彼
此之间的关系来， 因为好的文
艺作品中总含有一种人生见解
和社会观察， 这对于我们的立
身处世都有极大的帮助； 读一
遍未必够，而且大多是不够的，
于是读第二遍第三遍， 直到融
会贯通。 这些汇集了人生经验
的读书技巧，于阅读者来说，是
不可多得的读书技术， 只有掌
握了这些， 我们的知识积蓄才
会越多，阅读能力才更强。

读书不是一件功利的事
情， 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可能
带给你好运气，但只要坚持读，
有技巧地读， 我们便会不断积
蓄，一直进步，在不知不觉中便
成为最好的自己。

读书是个技术活
□秦延安———读叶圣陶 《学会读书： 叶圣陶28堂阅读进阶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