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知道赵工赵志才大名的时
候， 就听别人说， 这个老头脾气
大 ， 比老牛都犟 ， 我还有点不
信。

那天去他的办公室， 看见他
站在桌子旁， 指着一张图纸对旁
边的年轻人说： “来， 给我讲一
下， 你这图是怎么画的？”

小伙子解释： “我看别人这
么画， 我就照着画了。”

“年轻人， 照葫芦画瓢怎么
行？ 没有搞清楚的事， 一定要弄
明白 。” 他的声音温和了下来 ，
“我把图纸上有问题的地方都标
出来了， 你认真把图纸改好。”

没多久那个年轻人拿着改好
的图纸回来了 。 赵工戴上老花
镜， 认真地看了起来， 特别小的
地方就用放大镜放大了端详。 忽
然他的眉头攒起个疙瘩， 食指重
重地敲在图纸上， “你看看， 这
几处错误我前边都标出来了， 你
还没有改， 这两个地方你又改错
了。 这哪是图纸， 这就是废纸！”

他拿起图纸， 三两下撕成碎
片， 顺手扔进了垃圾篓。 年轻人
一脸吃惊， 我也目瞪口呆。 后来
我问他为什么这么不留情面， 他
说： “这小伙子人品不错， 就是
工作上是个马大哈。 我这次狠一

点， 对他是个教训， 他今后就不
会犯这样的错误了。”

“你明年就退休了， 还这么
较真， 也不怕得罪人？” 我提醒
他。

他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 大
声说： “领导安排我带一带年轻
人， 我就要站好最后一班岗。 我
照顾年轻人的面子了， 他怎么进
步， 将来吃亏的还不是他自己？”

退休后赵工被一家小公司聘
请继续发挥余热， 听说那家给的
待遇不错。 不想不到两个月他就
回家了。 我问他怎么回事， 他笑
着说： “我炒了老板的鱿鱼。”

他一吐为快： “我偶然发现
工人用不符合图纸要求的材料加
工零件， 就告诉老板这样的产品
满足不了长期使用的要求。 没想
到老板说这样子节省成本， 只要
勉强用够一年， 质保期一结束，
后面的事情就不用操心了。”

“这哪里是做长久生意的打
算？ 我们做的是机械产品， 又不
是食品， 满足质保期就行？ 一锤
子买卖好比兔子尾巴———长不
了。 这样的钱我挣着心里憋屈。”
他有点愤愤不平。

“你替老板着想， 可老板不
领你的情啊。 现在你又 ‘下岗’
了， 何苦呢？”

“我就是这么个臭脾气， 违
心的钱一分也不想挣。 下岗就下
岗了， 这么干损失大的， 最后还
不是那个老板？” 说完这话他像
个孩子一样 “得意” 地笑了， 一
脸云淡风轻。

那一刻， 我忽然明白了： 这
个老头之所以 “倔”， 是坚守着
自己的初心啊！

■图片故事

■工友情怀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日本 绘 本 界 新 生 代 神
级人物吉竹伸介用一本奇幻
的 《有呀有呀书店》， 激活了
我们对于书籍与营销方式的
所有想象空间。 我们可以据
此察觉到， 书籍自身是有生
命的， 是有灵魂的， 是有喜
怒哀乐的， 也是有生老病死
的。

“请问有 《早茶夜读 》
吗？” “有呀有呀！” 进书店
的人不论问及哪一类的书 ，
老板叔叔都会立即回应 “有
呀有呀”， 这个书店就叫 “有
呀有呀书店”。 这令我大开脑
洞， 也大开眼界， 随手不到
四十分钟读完这本 “漫画”，
无限希望在我身边能有这样
一家书店， 想看什么书均能
满足愿望。

这是一本非常可爱的书，
作者吉竹伸介用爱书之心创
作了这本 “绘本漫画”， 彰显
其超乎 寻常以及天 马 行 空
的 想 象力 ， 同时 让 我 们 爱
书之人对书的膜拜、 珍视、
欢喜与感恩产生极大共鸣 。
于是， 如吉竹伸介本人所说：
“书有了活力， 有了感情， 有
了本领， 也有了脆弱。”

虽是一本“绘本漫画”，看
似童心未泯， 实则妙趣横生，
在令人爱不释手的同时，产生
很隽永的思维延续。作者甚至
在他有趣的想象空间中，向我
们展示会吃东西的书、会夸奖
人的书、会咳嗽的书……并透
过“有呀有呀书店”那些光怪
陆离的藏书方式，把我们带进
一个个古灵精怪的奇书世界。

“有呀有呀书店” 专卖
“和书有关的书”。 “书的归
宿 ” 绘本中 ， 大 量 书 籍 在
“暮年” 时被回收中心分解，
书中 “故事” 便伴随各种各
样的情绪分散在空气以及每
个角落。 而回收分解再造后，
他们会重获新生， 再次融入
社会。 一位老爷爷每天去捡
一块石头， 想象每块石头的
故事并记录在笔记本里。 日
复一日， 这些有故事的石头
形成一本书， 随同去世的老

爷爷一并安葬。 绘本中这样
的描述极具生命象征意味 ，
饱含一种哲学思维， 不禁想
到 “你面前的石头是/棕色皮
肤的孩子/长出长长的思想形
状的树来” 的诗句， 宛若神
秘的人生隐喻。

“墓碑中的书架 ” 绘本
中， 讲述已故爱书人的墓碑
是一个可打开的书架。 来扫
墓的人， 带一本当年最畅销
的书放进去， 再挑选一本自
己喜欢的书作为交换， 继而
关上墓碑门， 静静祈祷。 我
着迷于吉竹伸介的如此讲述，
这成了人间非常美妙的交换
和问候方式。 书籍在这个场
景里超越了生命的长度 ， 成
为一种延续的生命 。 因此 ，
作者在绘本中写道： “书有
了生命， 进而有了繁衍的能
力、 陪伴和赞美的需求 。 而
人与书之间多了一份彼此给
予与成就的关系。”

“水中图书馆 ” “环游
世界读书之旅” “可移动的
书摊” 等等绘本中， 不仅道
出吉竹伸介对于书籍痴迷热
爱的程度， 也是他献给所有
爱书人奇思妙想的礼物 。 无
论成人还是孩子， 都会阅读
后燃起对书与书店极大的好
奇心和爱心。

总有一种书 ， 让我们捧
读后不仅仅愉悦， 还深感温
暖与启发， 《有呀有呀书店》
即是这种书。 诚如作者所说：
“拥有一本书不再代表拥有
随时阅读它的权利， 这种等
待天时地利的相遇， 让阅读
更加充满感恩和仪式感。” 从
吉竹伸介的绘本中， 我最大
的启发是， 每本书都是一个
有趣的灵魂， 人生亦然。

所以吉竹伸介如是说 ：
“人类其实和书很相似， 总是
等待着被别人发现， 被别人
了解 。” 恰如我们眼前的生
活， 不乏日常的琐碎或枯燥。
还好人类有各种书店， 我们
走进去， 总能发现奇迹。 我
们因 此 保 留 了 很 多 美 好 憧
憬以及对这个世界的好感。

每本书都是一个有趣的灵魂

□李庆林

———读吉竹伸介《有呀有呀书店》陈陈师师傅傅的的故故事事会会
□何雅娟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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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陈进师傅之前， 听了很多
关于她的 “江湖传说”。 赶上她
来做生产对标检查的好时机， 我
们几个女同事一起相约去她房
间， 一为看手艺， 二为和陈师傅
好好聊聊天。

刚走到楼道口， 就听见一阵
爽朗的笑声 ， 同来的姐妹说 ：
“快点， 陈师傅等着咱们了。” 初
见60岁出头的陈师傅， 扑面而来
的是满怀的趣味和女汉子般的旷
达。 陈师傅深谙老北京的语言智
慧， 有着干净利落的思维， 外表
的粗糙中透着质朴， 谈天说地夹
杂着行业趣事， 一场 “故事会”
就此展开。

陈进师傅在西便门长大 ，
1971年上中学的时候， 赶上厂里
招工， 一共招10个人干运行， 4
个是女生， 作为其中一员， 15岁
的陈师傅正式成为一名学徒。 名
义上是中学生， 实际她只有四年
级的文化水平。 进厂的前三年，
陈师傅她们这帮学徒工， 学习技
能的热情就像海绵吸水一样。 这
三年电气运行基础打得牢， 有这
个基础， 才造就了享誉石景山热
电厂的 “四朵金花”。

很多上运行的人都说干运行
枯燥乏味， 陈师傅在20年运行、
10年值长的生涯里却是 “乐在其
中”。 她说： “工作是事业， 管
理是艺术。 电厂的工作类别交叉
比较多 ， 但提前安排好当月工
作、 定期工作、 重点检查工作，
基本就能做到有条不紊。” 她的
管理艺术， 从说话上就能体会一
二。 一件事， 甭管怎么棘手， 陈
师傅既能说得条理分明、 责任清
晰， 又能让错者脸红心跳， 还心
服口服， “扣钱不是万能的， 不
扣钱是万万不能的”。

时间来到了上世纪90年代，
此时的陈师傅已经从值长做到了
发电部副部长， 又走到了副总工
程师的职位， 但她乐观直爽的性
格始终未变 。 1986年到1990年 ，
陈师傅用5年的时间， 通过自考
拿下了大专文凭。

经济浪潮也冲击着这座历史
悠久的产业基地。 “年轻人那时
候都不愿意自考， 又累又麻烦。
可一看陈师傅都在那闷头学呢，
就一努劲儿 ‘考吧’。” 当年和陈
师傅一起参加自考的同事笑着回
忆。 “考场外挺嘈杂的， 每次陈
师傅都提前到场， 拎着个尼龙绸
口袋， 找个偏僻的地方， 往地上
一坐， 拿出书本就开始学， 完全
不受影响 。 陈师傅那么大岁数
了， 还在和年轻人一样学习， 我
们也坚持下来了。”

2000年， 赶上又一轮改革 ，
陈师傅到了京西公司， 此时已经
40多岁的她， 由生产领域转到物
业管理。 “我在京西做了5年物

业经理， 涉及9个小实体、 2个大
单位的工作， 从后勤、 幼儿园、
印刷厂、 缝纫组到酒楼。 管理要
理顺各种关系， 要会取长补短，
要敢说实话。”

几十年与时俱进的繁忙工
作， 陈师傅没放下过她最大的爱
好———做手工 。 她的手骨节突
出， 并不细腻， 但这可是名副其
实的一双巧手呢。 “从小我就喜
欢自己绣东西。 我的嫁妆都是自
己绣的， 朋友结婚也送。” 打开
自己的手机 ， 陈师傅继续着 ，
“看我做这小木桶， 都是我家那
爷儿俩吃冰棍攒的， 一个这样的
小桶用9根。” 从针绣开始， 兴起
什么好玩的东西， 陈师傅都好动
手试试， 她做的手工活儿分类清
晰， 玩构件、 折纸、 刻花冷拼、
丝网花、 钻石画、 十字绣、 小木
工活儿……现在又迷上了衍纸艺
术。 看着一张张手工活的照片，
听着陈师傅讲着一个个故事， 时
光悠闲而又欢快地溜走了。

一个倔老头 □□阎阎仁仁厚厚�文/图

“我的入党故事” 征稿启事

2021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 。
无论你的党龄40年、 30年、 20年……不管时光怎么流逝， 岁月
如何变迁， 当你想起入党宣誓的场景， 是否依然热血沸腾、 心潮
澎湃。 你还记得你入党时的难忘故事和感人情节吗？ 你成为一名
共产党员的光荣经历是怎样的？ 你
是怎样践行党的宗旨履行党员义务
的呢？ 为展现首都职工在党的领导
下守初心担使命的生动故事， 即日
起， 本报面向全市职工开展 “我的
入党故事” 征文征集。 字数800字
以内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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