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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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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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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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诗中“无名”却有情
□张翼

《三国演义 》 里 ， 有个
没名没姓又倒霉的人 ， 就是
被张飞怒鞭的那位 “督邮 ”。
幸运的是， 作为中下级官吏，
这位先生在 “文学史 ” 上还
留下了一笔 ， 尽管不是很光
彩 。 其实唐诗中 ， 经常会出
现这种情况。

钱起的五律 《谷口书斋
寄杨补阙》， 这位姓杨的掌管
供奉讽谏的补阙 ， 到底是叫
啥名 ， 是属于门下省的左补
阙 ， 还是属于中书省的右补
缺 ， 都不太确定 。 晚唐郑谷
有首七言律诗 《赠咸阳王主
簿》， 这位姓王的县一级班子
成员 、 文字材料兼考核干部
的主管者到底是谁 ， 也不太
确定 ， 着实可惜 ， 否则 ， 人
们就能够知道这位 “可爱咸
阳王主簿”， 除了诗中所写的
爱学习爱读书爱劳动爱人才
爱待客之外 ， 到底有多 “可
爱” 了。

岑参有首七言绝句 《逢
入京使》， 后两句 “马上相逢
无纸笔 ， 凭君传语报平安 ”，
写得很平实 ， 前两句 “故园
东望路漫漫 ， 双袖龙钟泪不
干 ” 就是很感人 。 入京使是
谁 ？ 作者没有交代 ， 后人也

觉得就辞章品评而论 ， 做考
证的意义不大 。 但是如果我
们稍稍调动共情感 ， 回到边
塞苦寒一望荒漠 、 亲人两厢
远隔的时代场景 ， 能见到一
个从故乡 “长安 ” 来的人 ，
该多么亲切欢愉呀 。 这位入
京使虽然不如李龟年有名 ，
可也着实是时代履痕的书写
者 ， 带给诗人诗情感发 ， 也
让后世可以千古共鉴的人们，
都应该被记住。

本来还担任着随州刺史
的刘长卿 ， 因为藩镇李希烈
叛乱占领随州 ， 只能流寓江
州 ， 在这儿给两位朋友写过
一首是七律 《江洲重别薛六
柳八二员外 》， 薛家的老六 、
柳家的老八 ， 都还是正员以
外的郎官 ， 员外郎在唐德宗
年间还是个不小的官 。 唐代
诗人中另一位著名刘姓诗人
刘禹锡做过屯田员外郎 ， 柳
宗元还写过一首 《三赠刘员
外》， “信书成自误， 经事渐

知非” 的名句， 就出自这里。
薛六 、 柳八到底是谁 ，

当时的官员名录里一定有 ，
只是现在已经“不详”。 刘长卿
之前已经送过一次 ， 这次又
送 ， 算是重别 。 虽然诗句写
得一时喜上眉梢 、 一时忧从
中来， 反反复复、 喜忧参半，
可总体上还是年老 “色” 衰、
江山有情的如履薄冰 。 “今
日龙钟人共老 ， 愧君犹遣慎
风波”， 一定要稳住心神、 谨
言慎行， 千万别吃亏在笔头、
在嘴上 ， 要不是知心交心 ，
只是皮里阳秋 、 露水友情 ，
谁会这么掏心窝子呢 。 若要
试人心 ， 遇事遭年馑 。 遭遇
飞来车祸 ， 乘着清醒拿起电
话， 在成百上千个联系人中，
却只能只敢拨给远在千里之
外的妻子 ， 本身也是一种莫
大的悲哀 。 遭遇那样大的一
场灾难 ， 从刺史而转幕僚 ，
还有薛六 、 柳八这样的朋友
殷殷相送， 多不容易呀。

□□张张金金玉玉

我们家的幸福密码

我叫张金玉， 是房山区河北
镇中心幼儿园老师， 曾获得 “人
民满意教师标兵” 称号； 爱人张
松波是交通工作者， 曾荣获 “首
都劳动奖章”。 我们两口子都是
党员， 婆婆是退休工人， 女儿是
良乡二中的学生， 我们家虽然普
通， 却拥有幸福密码， 是名副其
实的幸福之家。

我们的第一个幸福密码是相
濡以沫， 相互扶持。

非典时， 我爱人承担着医疗
物资与非典病人转院的通行保障
工作， 每天站在呼啸而过的转诊
车旁， 被感染的风险可想而知。
他就这样封闭工作了两个多月，
我独自扛起了婚房的装修工作。
2008年， 爱人为奥运赛事车辆提
供服务、 保障通行， 半封闭的工
作模式从7月持续到9月， 家里的
一切又交给了我 。 爱人病重住
院 ， 我 用 无 微 不 至 的 照 顾 和
积 极 乐观的态度 ， 带家人走出
了阴霾……

在幼儿园， 我是一名骨干教
师， 每天早出晚归， 为班里和园
里的孩子辛勤付出着， 常常无暇
顾及自己的女儿， 接送孩子、 开
家长会、 收拾家务慢慢成了爱人
的专属。 不过， 日常生活中， 我
是他的 “提示器”， 督促他学习、
提醒他工作； 他则是我的 “点子
王”， 帮我熟悉新任务、 查找有
用资料。 我们互相扶持、 共同进
步。

我们的第二个幸福密码是孝
顺得法， 真心换真心。

我们俩对老人的照顾是无微
不至的。 婆婆老寒腿， 我们早早
为她备好棉裤； 婆婆胸椎不好，
我学会了按摩； 婆婆怕吹凉风，
我们家就不开空调……小叔子买
房、 结婚， 我们俩出钱出力， 减

去了婆婆不少的操劳和担心。 在
一起生活近20年， 婆媳早已成为
母女， 老人需要关爱， 更需要理
解和帮助， 孝顺得法让一家人始
终心贴心。

我们的第三个幸福密码是言
传身教， 树立榜样。

帮助孩子形成正确的人生
观、 价值观， 需要言传身教。 在
前几天的主题班会上， 女儿写了
一篇 “我的党员爸爸”， 讲述了
爸爸作为党员的担当。 当一名好
老师是我从小的愿望。 工作中，
我总是热情、 积极认真， 多次获
得 “人民满意教师 ” 称号； 疫
情严峻的时候， 我戴着家里唯一
的口罩到小区值守 ； 党员活动
时， 我们带着女儿一起清洁社区
环境……

如今， 女儿从上幼儿园起每
年 春 节 都 会 跟 爸 爸 妈 妈 一 起
给 奶 奶压岁钱 ， 很小的时候就
很乐意去当小志愿者， 我觉得这
是很好的传承。

幸福是什么呢？ 我认为， 幸
福是我心里有你， 你心里有我。
爱人说， 幸福是守护。 婆婆说，
幸福是平安。 女儿说， 幸福就是
我家的样子。 幸福密码背后都是
每一个人的努力和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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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刚刚解封， 老爸就闹着
要出去找活干。

掰着指头算， 这是老爸在上
海的十年里， 找的第五份工作。
自打弟弟在上海定居， 并有了双
胞胎女儿后， 老爸就和上海结下
了不解之缘。 刚开始， 老妈在家
帮弟媳带俩毛孩子， 爸爸的主要
任务是买菜、 做饭。 到上海没多
久， 这个洛阳农村的老头儿就
骑 着 自 行 车 摸 遍 了 弟 弟 家 附
近的犄角旮旯 ， 知道了哪里的
菜最便宜， 什么时间点儿去买最
新鲜……

后来， 我爸见妈妈带俩孩子
也能做饭 ， 就生出了 “野心 ”，
不再满足于在几个泡沫盒子里种
小葱 ， 拿到街上一块一把的卖
了。 他要打工———挣钱！

可当时老爸已六十出头， 除
了会在地里翻土坷垃外， 没一项
技能， 就是找看大门的工作， 人
家还嫌他老！ 但还好老爸长得排
场， 年轻时还当过特种兵， 出门
找活前， 老妈还帮他 “打扮” 一
番。

谁知这一出马 ， 不到俩小
时， 老爸就回家“炫耀”了： “找
了个在物流公司理货的活儿， 那
地方比咱村儿还大……”

这份工作我爸很喜欢。 骑自
行车从弟弟家出发， 到公司半个
小时， 管吃管住， 活还不累， 最

关键的是气儿顺。 带他的是一个
三十多岁的小伙子， 人很好， 处
处关照这个来自洛阳的憨厚大
叔 ， 经常把公司里当天剩的鸡
腿、 米饭让老爸带回家。 老妈说
那段时间家里天天吃鸡腿， 米饭
都没蒸过……

干了一年多， 老家爷爷生病
住院了， 爸爸不得不辞职从上海
回来照顾爷爷。

爷爷康复后， 回到上海后的
老爸 ， 第一时间找了第二份工
作———在一家餐饮公司送饭、 洗
菜、 切菜、 剁肉。 生鲜鸡一剁就
是几十筐， 几天下来我爸的胳膊
受不了， 颈椎病也犯了。 最后，
在我们的逼迫下辞了职。

闲不住的老爸随后又找了份
当保安的活儿， 在大门口登记来
往车辆。 两年后， 爷爷的病情再
次复发， 不得已老爸再次辞职回
来照顾爷爷。 这一照顾就是两年
多， 直到97岁爷爷去世。

再次返回上海的老爸， 失去
了之前的精气神儿。 伺候我爷这
么长时间， 衣不解带， 24小时不
离身， 早已把老爸折磨的不成人
样了， 一头浓密的头发， 也成了
“地中海”。 再出去找活儿干时，
再也不敢红口白牙的说自己五
十多了……

“不缺你吃， 不缺你穿， 你
是急着挣钱干啥哩？” 我和弟弟

都阻止老爸。 老爸却说： “憨不
憨， 谁家还嫌钱多？ 孩子们上学
花销大， 我趁现在还能动， 挣一
点儿你们到时候就少花一点儿，
我和你妈有个头疼脑热 ， 到老
了， 能不让你们出钱就不让你们
出钱……” 最终， 我和弟弟没拗
过 ， 老爸就又找了份工作上岗
了。

老爸的第三份工作和第四份
工作都是临时工 ， 干的时间不
长。

前几天， 我爸打电话说， 找
了个在超市里上货的活儿， 就是
把仓库里成筐成筐的土豆 、 萝
卜、 黄瓜……摆到货架上， 等卖
的差不多了就添满……还说离家
近， 不累。

昨天早上， 我去超市买菜，
正看到一个干瘦老头儿吃力的搬
出一筐青萝卜让一个老太太挑。
猛的， 我就想起了老爸， 快70岁
的老爸此时此刻是不是也在上海
搬萝卜？ 他能搬动吗？ ……想到
此， 我急忙掏出手机， 按响了我
爸的电话……

■家庭相册

□宁妍妍 文/图

■我的幸福家庭

老爸又去打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