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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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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故事 □苏振洋

作为父母嘴里出生在 “蜜
罐” 里的年轻一辈， 我深知这些
平地而起的万丈高楼、 雨后春笋
般的蓬勃产业、 蒸蒸日上的生活
水平、 四通八达的交通设施都离
不开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离不开
紧密团结的党员群众的共同努
力。 我的党龄不长， 但是从递交
入党申请书的那一刻起， 我已经
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和思考， 从小
到大的所听所看， 都深深印在我
的脑海中， 鞭策着我积极向党组
织靠拢， 像优秀的前辈一样， 为
服务人民群众尽心尽责， 为实现
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我出生在1999年， 从小听的

最多的故事， 是1998年大洪水 ，
村上的小溪水流暴涨， 在持续几
天的洪水冲噬下，最后溪畔决堤，
洪水漫入村庄，很多户庭被淹，地
势低的家庭举家撤离。 听父母等
长辈回忆说，当时由于撤离匆忙，
很多人没有带上粮食， 湿漉漉地
从家里撤离到地势高的地方。

在 “弹尽粮绝” 的时候， 解
放军及时赶到， 随着一辆又一辆
的绿卡车进入临时聚集地， 带来
了一床又一床的棉被、 一件又一
件的棉衣、 一盒又一盒的食物。
解放军和党员先锋队一起处理灾
情、 清理污泥、 搭建临时场所。
最后清点发现， 除了浸水的家庭

遭遇到粮食等物资被淹外， 没有
人员被冲走的伤亡事故。 长辈们
说， 多亏党员先锋队冒着大雨、
顶着风险轮流值守， 观察溪畔的
渗水情况和水面上涨情况， 及时
通知撤离，才避免了重大的损失。

上初中的时候， 正值思想启
蒙阶段。 我在毛泽东主席 《沁园
春·长沙》 “恰同学少年， 风华
正茂； 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 指
点江山， 激扬文字， 粪土当年万
户侯” 的诗句中， 体会到了无产
阶级革命家的乐观主义精神和踌
躇满志， 感叹于他们即使面对困
境也能抒发出 “自信人生二百
年， 会当击水三千里” 的豪迈。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之路， 一路荆
棘、 一路颠簸、 一路曲折。 为什
么战旗美如画？ 英雄的鲜血染红
了她。

“为什么想入党？ ”“你觉得成
为一名党员意味着什么？ ”……我
相信每位被吸收入党的同志都曾
被问过这样的问题。 我从知晓共
产党到向往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受的是优秀楷模的鼓舞， 虽然我
的祖辈、 父辈都是普通群众， 但
是他们最清楚在共产党的带领
下， 生活水平日益提升的显著变
化。 无论是处理灾害事故时 “党
员带头上” 的党员先锋模范队成
员， 还是胸怀大志、 潜心为党和

人民付出、 宁愿牺牲也不背叛组
织的烈士， 以及为了脱贫攻坚事
业付出汗水甚至生命的楷模， 无
数的优秀党员就是我学习的榜
样 。 于是 ， 我积极向党组织靠
拢， 庄重地递交入党申请书， 庄
严地向着党旗宣誓。

从2018年成为一名预备党员
以来 ， 我积极践行入党时的誓
言， 牢记入党时的初心。 而今我
在基层工作， 虽然工作对象、 工
作环境、 工作业务一直在不断地
变化， 不变的是我耐心对人、 细
心 对 事 的 承 诺 ， 是 我 始 终 向
“你 ” 靠近的心 ， 是成为 “你 ”
时， 我郑重许下的誓言。

跟着节气过日子
□刘学正

与二十四节气相关的， 不只
有 “春生夏长、 秋收冬藏” 式农
耕文化传习， 还有散落于民间、
缠绕在舌尖的循古传统小吃。 翻
阅朱应著绘的 《小食里的光阴》，
立春的名糕、 清明的青团、 端午
的粽子、 芒种的梅子酒、 立冬的
芝合糖……仿佛都有了独特的生
命和灵性， 从乡野故土优雅自然
地走到字里行间， 而那些日渐遗
忘的小美好与慢生活， 也循着一
笔一画、 一米一茶， 不慌不忙地
渲染开来。

书中有字画、 有美食、 有温
暖的日常、 有大地和四季阳光。
朱应是一位艺术家， 更是一位生
活家。 “观察身边一草一木， 收
获每个时令的鲜美丰硕， 感受应
时生活的妥帖与舒适。 不急， 慢
下来， 生活会给我们一个答案。”
朱应把最素朴的小吃， 用最正宗
的食材， 最传统的古法手作一一
还原。 哪怕一捧米、 几粒枣， 也
容不得半点含糊。 心之所至， 纯
粹的食物便有了最浓郁的情感寄
托， 如此方可代代传承。

当节令小食遇见互联网时
代 ， 市面上便冒出了不少 “网
红”， 比如被商家开发出咸蛋黄、
酸菜鱼、 小龙虾味道的青团。 朱
应却反其道而行， 一心追溯起胖
团子那一抹绿色的古朴由来。 南
瓜叶， 是比艾草更早被应用于青
团的颜色来源。 首选南瓜未熟时
藤上的叶片 ， 叠起来存一个冬
天， 来年春天再用； 稻米磨成粉
后， 要晒上整个腊月， 这样口感
才更糯； 红豆不见得越大越圆越
好， 农家篱笆地种的赤小豆最地
道。 就这样， 做成几只青团， 要
耗上一整天。 朱应不急不躁地做
着青团， 每一个步骤都有着对食
物满满的敬畏。

这门传承了几代人的手艺，
让她领悟到了 “慢慢做 ” 的精
髓， “以前的人对生活的态度，

很耐心、 很踏实， 这是一种很高
级的生活美学。”

作为一位妈妈， 朱应喜欢跟
孩子一起遵循二十四节气的变
化， 寻觅传统小食的制作方法，
或拜访手艺人 ， 或翻阅古书典
籍， 用心感受前人如何与自然和
谐相处。 在记忆的原乡， 讲究应
时而食， 每一种精致的小点心，
唯有特定的节气才能尝到， 一旦
错过就只能待来年。 一有时间，
朱应就带着孩子去乡下找年纪颇
大的老人 “学艺”， 那些工艺繁
琐、 难以量产的小吃食里， 既有
大人难忘的童年， 也有孩子需要
了解的故事。 “节气是什么？ 是
盼头， 是希望。” 时令运转， 一
年一轮回， 久违的小美好伴着小
甜蜜自会依次重来， 不早不晚。
朱应还会引导孩子设计小食包
装， 绘制温情小画， 这样的心手
传递 ， 她称之为 “有态度的传
承”， 让孩子对传统节日充满了
新的感知和憧憬。 光芒虽小， 却
如暗夜烛火， 足以穿透生活， 照
进内心。

人类是自然的孩子， 无论过
去和未来。 跟着节气过日子， 是
一种中国式生活美学， 其中有润
物无声的坚持， 有细腻悠远的诗
意， 在浮躁都市里营造心灵的风
景。 从容恬淡， 默会于心， 如朱
应一般， 把人与物、 人与人、 人
与自然的关系简单化， 可以让我
们在忙碌日常中收获一份小确
幸， 体味一份久违的温暖。

一碗热粥 ， 有安有暖 。 或
许， 随着节气应时而食， 慢点生
活 ， 就是踏实 、 美好的一生了
吧。

———读朱应 《小食里的光阴》

“各位同事， 温馨提醒： 下
班前将电脑、 空调、 打印机等办
公设备电源和公共水房照明 、
水龙 头 关 闭 并检查一 遍 方 可
离开 ， 节能降耗， 从一点一滴
做起……” 下班前， 部门的微信
工作群里照例弹出这样一段话，
同时弹出的还有一张图表 ， 是
昨天节能降耗检查情况， 一项
一项列得非常清楚。 我心里赞叹
道： “小吴做事真认真！”

小吴名叫吴艳， 是部门的材
料员。 一个月前， 公司启动今年
的 “迎峰度冬” 工作， 因为今年
冷空气来得较往年早， 居民用电
负荷不断增加， 加之电煤供应紧
张， 为了保障辖区内正常稳定供
电， 公司在积极响应保电力供应
的同时开展 “我为节能降耗尽份
力” 活动， 发动全员积极参与，
领导把 “节能降耗监督员” 这份
职责交给了小吴。

顾名思义， “节能降耗监督
员” 就是监督大家在日常工作中
不要有浪费行为， 这份差事又琐
碎、 又操心、 又得罪人， 但小吴
却干得很认真。

她专门准备了一个笔记本，
蓝皮、 厚厚的， 随身携带， 打开
一 看 ， 每 一 面 都 记 得 密 密 麻
麻的， 那是全部门工作材料、 办
公耗材、 水电暖气的使用和消耗
情况 ， 每隔一段时间就公布一
次。

每天下班我们离开后， 小吴
还需要把包括工具房、 仓库、 卫
生间在内的所有房间都检查一
遍———电源有没有关好、 水龙头
有没有关紧、 卫生间有没有打扫
等等， 做好记录， 这才下班。

有一次， 她在废纸篓里发现
一叠A4纸 ， 只用了一面 ， 另一
面光洁如新， 她当即用手机拍下

来发到微信工作群里提醒大家，
“双面用， 不能浪费！” 打那后，
她每次检查都要翻翻废纸篓， 发
现没用完的纸张、 铅笔头或螺丝
钉、 回形针什么的就拾起来收好
并记在蓝皮笔记本上 ， 久而久
之， 大家就把那个蓝皮笔记本叫
做 “抠门” 笔记本。

前不久部门采购了一批防疫
物资和防滑防冻物资， 交由小吴
保管。 对于口罩、 酒精、 消毒水
的发放， 她更是一丝不苟， 哪个
办公室领多少、 做什么用、 哪天
领的、 多久用完， 她都记得清清
楚楚。

有一阵子综合班领用消毒水
的次数频繁了一些， 她就再三追
问： “怎么用得这么快？ 有没有
浪费？” 综合班的班长不高兴了，
“领点东西磨磨唧唧的， 得亏不
是你家的东西 ！” 小吴也不恼 ，
仔细跟他算账： 一瓶消毒水多少
钱、 一个月全部门要用多少瓶，
总计起来就不是个小数字了， 你
浪费一点， 他浪费一点， 日积月

累， 就是一笔令人心疼的损失。
“半丝半缕， 恒念物力维艰”， 要
把资源用在 “刀刃” 上。 一席话
说得综合班班长口服心服， 加上
一旁的维修班班长也帮小吴解
释： “她并不是针对你们班， 只
是在坚守原则。 上次我们班跟她
借五把铁锹 ， 用完后 ， 我寻思
着， 干活经常要使用铁锹， 就不
还了吧。 谁知她来到我们班说那
铁锹是预备铲冰除雪用的， 硬给
要回去了。 你看看， 她就是这么
‘抠门’。”

10月底， 公司评选 “节能降
耗” 标兵集体， 我们部门荣获第
三名。 大家都说小吴的功劳大大
的， 没有她不遗余力的督促， 还
意识不到节能降耗的紧迫性和重
要性呢。

吴艳不好意思地说： “其实
我以前也是个大手大脚的人， 当
上 ‘节能降耗监督员’ 后才改变
了，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精打细
算才能细水长流。 我的 ‘抠门’
笔记本还要一直记下去！”

□赵闻迪 文文//图图

“抠门”笔记本
■工友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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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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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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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