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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王晓晓燕燕

夫夫妻妻同同心心 比比翼翼同同行行
□□林林颐颐

从从今今天天起起，，关关心心蔬蔬菜菜与与粮粮食食

��或许在你现在和曾经的工会工作中， 有无数个细节如同过眼云烟， 但总会有一些小
故事伴随着某些物件、 某些人和某种符号在记忆中留了下来， 比如一次活动、 一个日
子、 一张照片……

■工会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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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我们幸福的家
□李晓芹 文/图

除了父母， 谁能把我们的生
日记得那么清楚呢？这其中，就有
职工的“娘家”———工会组织。

自从公司工会成立以来， 各
种关爱职工的服务活动接连不
断， 最令我感动的就是每月1日
推送的企业微信公众号上都要刊
登本月过生日的职工名单， 工会
还会在我们的生日来临之际， 送
上写有温馨话语的生日祝福卡，
使生产一线的职工感受到来自公
司工会的关心和爱护。 工会还及
时看望生病住院的职工， 送去慰

问品， 尽力解决他们的困难。 对
即将离退休的老职工， 工会还要
组织欢送会， 并送上鲜花和纪念
品， 送去对他们退休生活的美好
祝愿。

今年高考前夕， 工会搜集了
职工子女考生信息， 并鼓励他们
积极备考， 以优异的成绩迎接人
生新篇章。 对于即将迈入大学校
门的职工子女们， 公司工会每年
开展的 “金秋助学” 活动为他们
圆梦大学提供助力， 为他们送上
“入学大礼包” 及助学金， 让他

们感受到来自父母企业的关爱和
温暖。 对特困生或者优等生， 工
会更是会积极帮扶和表彰， 颁发
专项资金或奖金， 激励他们加倍
努力学习 ， 回馈社会 。 一直以
来， 公司工会将 “金秋助学” 作
为一项重点的 “暖心工程” 持之
以恒地坚持下来， 将关心关爱落
到实处， 截至去年， 共有53名职
工子女受惠。

夏送清凉冬送暖， 也是公司
工会一如既往地为职工办实事的
具体体现。 今年夏天到来之前，
公司工会积极协调各部门， 筹集
资金， 为我所在的打磨车间等高

温生产岗位安装了空调， 使我们
工作场地的温度降下去了， 大家
的工作积极性提高了。 而在去年
立冬前， 工会还提前为我们配发
了手套和电暖气， 我想， 再冷的
天， 我们的心都是暖的， 感觉工
会就是我们的 “娘家”。 在公司
中 ， 一种 “工会为我 ， 我为企
业” 的和谐劳动关系已经形成，
这也有助于政府倡导的企业高质
量发展的要求。

除此之外， 公司工会为了丰
富我们的业余生活， 还经常举办
一些有意义的活动。 比如今年4
月份， 公司工会组织了一年一度
的春季运动会， 各单位职工斗志
昂扬、 精神抖擞， 在赛场上各显
其能， 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展示

了公司的企业形象和职工的精神
风貌。

爱好文学的我最喜欢参与公
司工会举办的各种文体活动， 连
续几年公司举办的周年庆晚会，
我 都 会 用 心 地 为 晚 会 撰 写 精
彩 的 主 持词 。 在公司工会组织
的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文学、
书画 、 摄影 、 小视频比赛活动
中， 我积极参与了文学、 摄影两
项赛事， 均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我在获奖致辞中说道： 工会的活
动重在参与， 每次参加我都很开
心， 让我感受到了幸福感和存在
感， 我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工会的
活动。

这就是我们的工会， 其实，
是不是更像我们幸福的家？

我叫王晓燕， 是北京大学
口腔医院教授、 主任医师。 我
和爱人彭歆是大学同学， 相识
已有32载。

初出校园时， 我们俩一个
工作一个读研， 三年后他如愿
地留在喜欢和愿意为之奋斗的
口腔颌面外科， 我则荣获牙体
牙髓科 “优秀住院医师 ” 称
号， 开始脱产攻读博士学位。
随后的三年里 ， 我们依旧相
互 理解和支持 ， 而且更多了
一份信任和包容。 志同道合、
彼此懂得， 家对我们来说是爱
的港湾 ， 更是前行的动力源
泉。

工作后， 无论是我出国攻
读学位 ， 还是他出国拓展事
业， 虽然聚少离多， 但我们少
有抱怨 ， 更多的是对彼此的
思 念和一如既往的支持 。 我
们相知相爱、 亦师亦友， 曾经
一起游历祖国山川和世界各
地， 为了专业问题争论得面红
耳赤， 也为对方的努力和收获
喝彩， 享受着在一起的喜怒哀
乐。

我们曾面临选择和困惑。
记得非典时期， 他报名进入隔
离病房， 虽然我在远方心揪成
一团， 却还是鼓励他： “支持
你， 保护好自己。” 后来他去
香港大学工作， 并且获得副教
授的职称， 在别人眼里俨然事
业有成， 他却对我说： “我要
回北京、 回母校， 那里有更广
阔的天地， 能够为更多的患者
解除病痛。” 我只回答了一个
字： “好！” 每当我遇到困难，

他总是温柔而坚定地鼓励我，
我们始终三观一致 、 相互信
任、 配合默契。

这份默契让我们在生活和
事业上都结出丰硕的果实。 我
们现在都是主任医师、 教授和
博士生导师 ， 并担任科室主
任， 在专业上钻研业务， 在教
学上立德树人， 在科研上勇于
创新， 获得多项国家级、 省部
级项目的支持 。 我们都获得
“北京大学优秀党员 ” 称号 ，
培养的学生已在专业领域崭露
头角。

我们还积极投身于各项公
益事业， 不问回报。 我是国家
健康科普专家， 多次参加主流
媒体的节目， 向广大群众科普
口腔健康知识。 他也积极参与
国家 “一带一路” 行动计划，
多次在马来西亚、 泰国和尼泊
尔参加义诊手术。

现在， 我们家从两人变成
三人， 我们依然保持初心， 认
真做事、 踏实做人， 为孩子树
立榜样。 今年， 他作为项目负
责人承担的科技冬奥重点专项
“冬奥会冻伤及颌面创伤综合
防治及关键技术研究 ” 研发
出冻伤及颌面创伤的智能移动
诊疗方舱， 提升了北京冬奥会
医疗救援能力， 我和孩子都为
他感到骄傲和自豪， 这其中也
有我们的默默支持。

对我们来说 ， 家是具象
的， 家就在眼前； 家也是抽象
的， 家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觉
得， 有家， 就有充满希冀的未
来。

经历了疫情中的居家隔离，
蔬菜和粮食成了人们关心的话
题。 与蔬菜有关的书籍也就此引
起了我的注意。

读了张平真的 《中国的蔬
菜》， 我才知道， 常见的蔬菜原
来有那么多叫法 。 比如 ： 苦瓜
（锦荔枝、 君子菜）、 紫苏 （水状
元 ）、 佛手瓜 （福寿瓜 ）、 蕨菜
（吉祥菜 ）、 豆芽菜 （如意菜 ）、
姜 （炎凉小子）、 黄花菜 （忘忧
草、 疗愁） ……

看名字 ， 仿佛就有很多故
事。 比如， 大白菜。 一叫出口，
就觉得肥嫩可爱， 它是北方居民
走廊挤挤挨挨的冬藏、 是百姓桌
上常见的那一碗菜汤 。 而在古
代， 它叫 “菘”。 南北朝时， 齐
明帝朝中书郎周颙辞官隐居金陵
钟山。 甘于清贫、 素淡度日。 文
惠太子问 ： “菜食何味最胜 ？”
曰 ： “春初早韭 ， 秋末晚菘 。”
寥寥数语， 婉约贴切， 已成诗，
可入画。

我对中国蔬菜的历史文化产
生了兴趣， 接着又阅读了史军的
《蔬菜史话》。 史军一直在做博物
方面的普及， 写专栏、 做演讲、
录音频和vlog， 所以， 《蔬菜史

话 》 的文风要比词条解说类的
《中国的蔬菜》 有趣些， 更口语
化， 更具故事性。

比如， 史军说茭白： 从粮食
处 “下岗 ” ， 在菜摊儿上 “复
工”。 这句概括形容就很到位啊，
让我忍俊不禁 。 茭白在古代叫
“菰”， 是商周时期重要的粮食作
物。 在 《周礼》 等古代典籍里，
古人把菰列为与稻 、 黍 、 稷 、
麦、 菽 “五谷” 并列的第六谷。
后来， 因为菰的产量太低， 不容
易采集等特点， 它就被 “主流粮
食作物团队 ” 抛弃了 ， 到了后
来， 菰黑粉菌寄生的菰形状发生
了一些改变， 以蔬菜的身份重出
江湖。

这样的讲述， 挺有趣吧？ 这

本小薄册子字数不多， 涉及内容
多， 谈及蔬菜的起源与演变、 国
家政策变化与蔬菜种植的推广、
气候条件影响农业和社会发展、
各种专题科普野菜和园蔬的区
别， 还谈到了几种蔬菜烹饪的做
法等等。

今年， 兴起了一种潮流， 就
是阳台种菜。 我居住的小区里很
多邻居已经这么做了， 纷纷用泡
沫箱或大花盆， 盛满种植土壤，
撒下种子， 有些收成不错， 有些
差强人意。 怎么办呢？ 书本知识
还是有用的吧。 输入关键词， 出
来很多， 菊香彩页社的 《阳台种
菜 》 、 朴熙兰的 《我的幸福农
场》、 饭塚惠子的 《阳台种菜全
家够吃》， 给 “种菜小白” 提供
了很多借鉴和参考。

但这系列 “阳台种菜” 的书
我用不着看。 我们乡下的院子，
长年种着几株果树， 剩余的空地
种着油菜和小青菜， 还有藤蔓挂
着丝瓜， 几个大花盆垂着小红辣
椒， 另有花盆种着小青菜， 都是
婆婆料理的 。 婆婆80多岁 ， 她
说， 做着活儿身体康健， 种的菜
吃不完， 可以送邻居， 大家感情
好 ， 放着看看都开心 ， 红红绿
绿， 养眼啊。

我跟婆婆讨教种菜的事儿，
她滔滔不绝， 特别开心。 再从书
里读到文化常识， 我觉得， 平凡
的生活又温馨又诗意又有厚重的
沉淀，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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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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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幸福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