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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友情怀

坚守！
在这个春天里

□赵闻迪 文/图

“第几天啦？ 不记得了，
只知道每天都是 ‘车轱辘转’。
好在， 有许多人跟我一起并肩
作战 ， 累并坚持着 。 樱花开
了， 风中满是花香。 希望应该
不远了吧？”

临睡前， 打开朋友圈， 一
眼就看到小艺发的图文， 心中
涌起一股暖流。

小艺和老公阿强都是我的
同事， 小艺是运行巡检员， 阿
强是煤场调度员。 因为突如其
来的疫情， 公司紧急决定实行
封闭管理， 挑选技术过硬、 经
验丰富的人员驻厂上班。 3月
29日晚上， 小艺和阿强接到电
话通知后， 匆匆收拾几件换洗
衣物就踏上班车。 出门前， 孩
子拽着小艺的衣襟： “你和爸
爸什么时候回来？” “完成任
务就回来， 你好好呆在家里，
听奶奶的话， 认真上网课， 想
爸爸妈妈了就给我们打电话。”
坐上班车后， 小艺在朋友圈里
倾诉道： “离家的那一刻， 突
然有种悲壮的感觉， 但是看到
街上的万家灯火， 觉得值。”

那晚， 跟小艺夫妇一样连
夜回厂的还有许多人。 大家在
办公室、 会议室、 仓库打地铺
将就了一夜。

非常时期， 电力保供至关
重要，人手少、任务重，每个人
都身兼数职。就拿小艺来说，同
时扮演起巡检员、监盘员、材料
员、安全员好几个角色。每天早
晨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把全天要
做的工作在脑子里过一遍：先
做什么、 后做什么， 每件工作
需要多长时间， 然后像个陀螺
一样忙碌起来。 每天晚上入睡
前都要把当天的工作梳理一
遍：电网的调度指令、所管设备
的运行工况 、 备品备件数量
……做到心中有数。

小艺夫妻俩回厂后就没再
见面 ， 一是隔离需要 ， 二是
忙、 顾不上。 煤是机组的 “口
粮 ” ， 煤场调度负责给机组
“供粮”。 这个节骨眼上， 机组
万万不能 “断顿”。 采购、 运

输、 接卸、 堆放、 化验， 还有
煤量、 煤质、 输煤系统运行工
况， 每个环节都要考虑周到，
保证机组稳定发电。

小冯是综合部事务员， 驻
厂期间负责各类证件办理。 实
行交通管制后， 生活物资、 大
宗生产物资和零星备品备件无
法运送到厂， 他往返于地方政
府相关部门办理各种通行证 。
“以前没接触过这方面的业务，
一切从零起步， 多跑、 多问、
多学习， 尽快弄清楚办证要求
和流程， 保证每日物资供应。”
他在朋友圈里记录下驻厂生活
的点点滴滴。

大李是职工食堂负责人 ，
封闭后， 驻厂人员的一日三餐
令他倍感压力山大。 “人是铁，
饭是钢，他们在生产一线战斗，
咱们得把吃饭问题解决好。 吃
饱饭才有劲儿干活。 ” 疫情期
间， 原先运转正常的物资供应
链和运输链变得困难重重，得
想办法跟供应商、工厂、司机和
相关部门沟通， 一天下来几十
个电话来回打，常常嗓子沙哑、
手机发烫。有一天晚上11点多，
忙碌了一天的大李和同事们匆
匆扒拉几口饭，铺好地铺躺下，
正要睡着， 手机响了：“大米到
了，快来卸货！ ”他和同事们一
骨碌爬起来， 戴上口罩就跑出
去。 消杀、验货、卸货、搬运、堆
放、登记，一套流程下来，没一
两个小时搞不定。

因为运输困难， 公司附近
村子蔬菜滞销， 急坏了农户。
大李得知后， 跟后勤部领导沟
通， 采购滞销蔬菜、 水果， 解
了农户的燃眉之急。

还有安全员孙工、 巡检员
张师傅、 消防员小陈……这个
春天， 他们暂时离开各自的小
家， 义无反顾投入到电力保供
这个 “大家”， 坚守岗位、 默
默奉献。

岁月静好， 是有人在负重
前行。 让隔离居家的人们安然
享受光明与温暖， 是奋斗在保
供战线上的电力工人的心愿。

种下一缕乡愁

■图片故事

□秦继芳 文/图

和暖的风 ， 从窗外徐徐吹
来。 我那被春光眷顾的阳台上，
红花绿叶 、 草木盎然 。 驻足其
中， 随时都能感受到春色之美。

吊兰伸出长长的枝条轻拂着
我的衣衫； 鲜嫩的石香菜、 清凉
的绿薄荷， 争抢着发出醒脑的幽
香味； 天竺葵开得热烈奔放； 我
弯下腰身观察， 发现针尖似的太
阳花幼苗， 正从泥土里悄悄钻出
来； 一扭脸又看见指甲花也从旁
边的花盆里露出两片芽衣……我
被包裹在这一花一草里， 沉醉在
它们散发的家乡的气息里。

记得初次离开家门去外地上
班， 一种淡淡的乡愁无时不刻萦
绕在我的身边。 在辗转漂泊了几
个城市后， 决定定居北京的第一
个春天 ， 我回了趟老家 。 临走
时， 我去田埂上挖了些野薄荷，
又去河岸边挖了几株水芹菜。 母
亲知道我爱吃家乡的蒜面条， 就
搬了一盆鲜嫩的石香菜给我， 顺
带还有几盆天竺葵和吊兰， 以及
一些太阳花和凤仙花的花籽。

隔壁邻居看见了， 笑我说：“这
孩子，城里头啥没有呀！还稀罕咱
乡下这些花花草草？”

我笑而不语， 小心翼翼地把
那些花草摆放在车的后备箱里，
把这些蕴藏着家乡气息的花草种
到我的四季三餐里， 融入到我所

在的城市里。
那个春天， 从家乡远道而来

的花草， 就此跟随我落户在了这
个远离家乡的城市。 从此， 四季
更迭， 叶常青， 花不断。

凤仙花开放的时候， 我采上
一些花朵和着明矾捣碎， 睡前敷
在指甲上。 在沁着花香的夜里入
睡， 常常梦见小时候姐姐用凤仙
花和豆叶， 给我包指甲的情景。
醒来后 ， 看着十指上的点点丹
红， 心里的幸福就像开在指甲上
的凤仙花儿一样， 绚烂美好。

石香菜四季都泛着绿莹莹的
光， 即使不为做菜所用， 我有时

也喜欢掐上几枝 ， 深嗅它的味
道。 天竺葵落地生根， 和吊兰一
样不停地开枝散叶， 并且四季花
开不断。 太阳花更是不负初心，
种子飘得到处都是。 等到姹紫嫣
红开遍， 我常常立于五彩缤纷的
花间， 想起故乡的田野， 还有老
家的小院。 不知不觉， 家乡的气
息已悄然融入到了异乡的土地
上。

正是这些来自于家乡的花草
们， 一年四季默默地陪伴， 才让
我生活在远离家乡的城市， 却可
以不再为乡愁所困。 因为， 我早
已把乡愁种在了春天里……

■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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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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邓邓勤勤———读《好一个北京》

老舍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
上写老北京多而集中的作家。 他
在 《想北平》 中写道： “我所爱
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
么， 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黏
合的一段历史 ， 一大块地方 。”
北京之所以让老舍念念不忘， 除
了这里是老舍的出生地之外， 还
在于北京是大都市， 却保住了乡
野的幽静， 让人和大自然保持着
亲近， 让 “你我这样一个贫寒”
的知识分子， 仍然可以尽情享受
它的美。 所以老舍花费了大量笔
墨去写北京的物产、 写北京平民
的日常生活。

老舍对北京非常熟悉， 他曾
说道， “我生在老北京， 那里的
人 、 事 、 风景 、 味道和卖酸梅
汤、 杏仁茶的吆喝的声音， 我全
熟悉。 一闭眼， 我的老北京就是
完整的， 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
浮立在我的心中 。” 对于家乡 ，
作家们往往倾注大量的笔墨去描
绘这里的一切， 久而久之， 这块
地域就成了作家们的文学领地，
这就像绍兴之于鲁迅、 凤凰之于
沈从文、 高密之于莫言一样。

北京的底色不只有恢弘和繁
华， 还有胡同里的生活和浓厚的
历史记忆。 作家杨晓升最近主编
的 《好一个北京 》 分为 “食 ”
“城” “游” 等七部分， 集结了

陈建功、 肖复兴等26位老中青三
代文艺名家讲述的老北京生活日
常， 在他们意味深长的记述中，
那些发生在老北京的京华烟云、
南城旧事、 胡同景观、 侃爷板爷
款爷、 炒肝灌肠豆汁儿……无一
不尽显出京腔京韵京味儿， 呈现
了一幅幅有声有色的老北京生活
图景， 展现出时代变迁下北京这
座城的风云变幻。

翻开一本书， 走近一座城。
本书所选的作品笔触细腻、 情感
真挚， 既有历史的厚重感， 又有
文学的美感， 更有情感的升华，
情真意切 ， 充满温度和人情味
儿 。 以陈建功的作品 《北京滋
味》 为例， 作者谈到地道的北京
滋味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些
与时令节气、 民俗习惯相关的吃
食， 会随时代变迁而更改， 却不
会完全颠覆或消失。 这不仅关乎
人们的味觉记忆， 更关乎民俗的
传统与传承。

作者认为， 北京滋味在庙堂
之高， 也在胡同之深； 在官宦之

显， 也在平民之乐； 在历史的积
淀， 也在当下的开拓。 让陈建功
引以为傲的北京滋味， 包括月盛
斋的酱羊肉和烧羊肉， 它质朴原
始的外表下面， 呈现出对两百年
传统的固守和坚持； 而北京烤鸭
分为以全聚德为代表的挂炉烤鸭
和以便宜坊为代表的焖炉烤鸭，
采取最朴实的吃法， 即坚持只要
烤鸭和鸭架汤， 才能真正品尝到
北京烤鸭的地道味道。

除了这些美食， 正如作家朱
仲祥在 《住在北京四合院 》 所
言， 要想真正了解北京的胡同文
化等人文历史， 需要我们到四合
院里看一看。

以西总布胡同为例， 胡同里
的院墙 、 瓦楞和街道都是灰色
的， 而四合院院门或日渐老去油
漆斑驳， 或被重新油漆得鲜红耀
眼 ， 但多半的院门 、 台阶 、 照
壁， 依旧是昨天的样子。 它们连
同院落里的那些沧桑古老的杨树
槐树和地道的北京人， 支撑着北
京古老而年轻的天空。

老老北北京京的的人人间间烟烟火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