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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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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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李洁洁无无负负今今日日 家家国国更更强强

家乡的亲戚几次在电话中盛
情邀约， 希望已离开家乡多年的
我能乘高铁回家看看 ， 可身为
“轮椅族” 的我， 着实心里发怵。
记忆中那漫漫回家路无比艰辛。
犹记得那年婚后第一次回婆家，
丈夫肩背手提拎着大包小袋， 推
着轮椅上的我， 我一路牵紧了两
岁儿子的手， 我们大车换小车，
几经周折才回到村里。 谁料下了
多日的连阴雨 ， 村落间土路泥
泞， 最后竟是大家一起喊着号子
将我抬回家的。 进入家门后， 最
喜徜徉田间地垄亲近秧苗藤蔓的
我， 却无奈地坐在轮椅上被 “困
囿” 家里， 像只井底之蛙呆望着
窗外那巴掌大的天。

手机 “叮咚” 一声轻响， 是
侄子发来了一段视频， 二十年沧
桑巨变， 随着美丽乡村建设 “绿
化、 美化、 亮化” 工程的逐步推
进， 如今的家乡处处展现出一派
生机勃勃的田园之美， 巷道间那
纵横交错、 平坦洁净的水泥路看
得我心潮起伏， 村口一条宽阔气
派的柏油路笔直地通向大坝风光
带， 堤岸景色秀美、 绿树成荫。
我当下便决定等疫情好转， 一定
回家乡看看。

道路的今非昔比， 不仅体现
在家乡土路的硬化上， 也体现在
城里道路的整饬上。

那些年， 我每次兴冲冲转动
轮椅赶往残联参加活动， 横亘于
必经之路上的铁桥， 凹凸起伏的
破损路面， 让轮椅颠簸其间犹如
一个醉汉。 仅一百多米的距离却
让我 “走” 得艰辛无比。 最窘迫
的一次 ， 轮椅的车胎都被磨破
了， 我直接被扔在路中央， 那种
无奈和酸楚， 看到丈夫急慌慌赶
来， 我一瞬间泪如泉涌。 后来，

在城市道路规划改造中， 将这条
路直接修成宽阔平坦的柏油路，
如今我转动着精致轻巧的运动轮
椅行驶于大桥上， 整个人像插上
了翅膀一般，有将心放飞之豪迈。

多年前偶然与夫闲逛到城外
一家新建菜场， 菜蔬新鲜、 价格
亲民， 正可以解决我们这些工薪
家庭的 “菜篮子” 问题。 但每去
菜场， 总要途经一条已荒弃多年
的公路， 这条路上杂草丛生， 到
处堆放着建筑垃圾。 我每次转着
轮椅， 像走迷宫般转来绕去， 遇
到土堆或石块， 轮椅稍有不慎就
会像脱缰的野马直接失控， 有一
次， 翘起的前轮竟将我仰面朝天
摔了下去。 此后， 那条路就成了
我出行的 “禁区”， 丈夫说什么
也不许我再去了。

忽一日， 丈夫用轮椅推着我
神秘兮兮地说： “我带你去个好
地方， 你准保喜欢！” 他一步步
将我推向那条通往 “禁区 ” 的
路。 眼前的一切已今非昔比， 这
里已是小桥流水、 碧草萋萋； 秀

美的水杉树林里， 鸟儿蹁跹； 休
闲娱乐的人们在林间吹 、 拉 、
弹、 唱， 欢欣愉悦； 孩子们在滑
梯上花蝴蝶一样攀上爬下； 紫薇
花一嘟噜一嘟噜缀满枝间……轮
椅行进于 “曲径通幽” 的九曲桥
上， 脚下碧水间， 荷叶田田， 菡
萏吐蕊。 徜徉于堤岸甬道， 几只
白鹭在澹澹水波间拍翅滑翔， 迅
疾便从水中叼起鱼儿， 飞向蒹葭
丛中欢享美味了。 我的轮椅一路
畅通无阻， 有台阶的地方还建起
了无障碍坡道 ， 这人性化的设
计， 让我瞬间就爱上了这里。 我
身处其中 ， 读书写文 ， 赏花观
鸟， 这里也成了滋养我精神世界
的 “瓦尔登湖”。

正值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
时， 当听到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
中提到 “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
展”， 我不由得心潮起伏， 感恩
党和政府时刻都惦记着我们这个
特殊群体， 让残疾人不仅生活有
了保障， 脚下也是天堑变通途，
有爱则无 “碍”。

金风送爽， 丹桂飘香， 10月
16日上午， 党的二十大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胜利开幕 ， 听着习
近平总书记振奋人心的大会报
告： “十年来， 我们经历了对党
和人民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
深远历史意义的三件大事： 一是
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 三是完成脱贫攻坚、 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 实现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我内心澎
湃不已， 热泪盈眶， 无比感恩自
己生活在这个时代， 可以见证祖
国的繁荣富强， 和祖国共成长、

齐奋斗。
想起了前几日观看的影片

《无负今日》， 被片尾梁启超先生
所作主题为 “无负今日” 的演讲
深深打动 。 那时 ， 中 国 还 处 在
一片水深火热之中 ， “五卅运
动” 大爆发， 上海全市总罢工、
总罢市、 总罢课， 人民的生活朝
不保夕， 国家的命运还不明朗。
无数的革命志士 ， 在为中国的
未来探索着出路。

如今， 中国已在各个领域取
得了非凡的成就， 完全摆脱了过
去贫穷与落后的烙印。 老百姓安
居乐业， 国家长治久安， 无数的

海外华侨也为祖国的发展而欢
呼、 振奋。

回首自己的近十年， 又何尝
不是一路谋求着出路，奋力发展？
2012年大学毕业后， 我回到家乡
县城，当了一名语文教师。繁忙的
工作之余， 我坚持写作， 坚持读
书， 为的就是让自己时时刻刻
保持开放进取的状态， 不被生
活磨平了斗志。 2018年， 三十而
立之年， 我又以笔试面试第一名
的成绩考入了市区实验学校。

本以为一切都会顺风顺水，
结果31岁时， 我罹患甲状腺癌，
母亲又患抑郁症。 各种 “内忧外

患” 并没有让我一蹶不振， 反而
是越挫越勇。 这几年， 我的生活
逐渐稳定， 身体也逐渐康复。 当
周围的亲戚朋友羡慕我内心强大
时， 我只是微微一笑， 祖国的一
路发展经历了多少磨难， 我们个
人经历的这些风雨又算什么呢？

做教师之后， 经常见有学生
抱怨自己的原生家庭不好， 父母
没有给自己足够的呵护和关爱。
我总是劝勉他们， 中国就是我们
最大的原生家庭， 我们的小家也
许不够强大， 但我们的国家足够
强大， 难道还不足以支撑你去奋
斗吗？

昨日已逝， 逝者如斯， 明日
未至， 前景何知， 不管是国家的
发展， 还是个人的发展， 都不用
害怕自己的起点低 、 现状差，
只要把握住今天， 努力奋斗， 再
远的路都能赶上。

“无今日之涓滴， 则无将来
之汪洋； 无今日之册页， 则无将
来之典章； 无今日之苞蕾， 则无
将来之繁花； 无今日之土石， 则
无将来之重嶂 ” 。 在党 的 带 领
下 ， 愿 我 们 每 个 人 都 能 在 今
日、 念今日、 度今日、 惜今日，
为家国努力， 为富强拼搏， 为明
天喝彩！

□李仙云 文/图

有爱便无“碍” □□甘甘武武进进

蔬食生活多趣味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翻开金实秋汇编的 《蔬食
记忆》， 几十个作者， 从民国
到共和国、 从老派作家到网络
作家、 从大名人到小百姓， 集
纳了写蔬菜的四十八篇美文，
通过钩稽爬梳、 旁征博引， 讲
述中国饮食所承载的独特文化
内涵和丰富情感。 四十八篇文
章， 汇成了一座琳琅满目的菜
市场， 写法上各有侧重， 又各
见千秋。 有对历史文献的详实
考证， 有对风物掌故的探寻和
融进个我的感悟， 也有对具有
明显地域特征的菜蔬的精细描
画； 当然更多的还是谈怎样烹
饪、 如何品味和由此带来的舌
尖上的快慰。

梁实秋的 《萝卜汤的启
示》， 写他抗战时在重庆， 几
个熟人到一位朋友杨太太家餐
叙喝排骨萝卜汤的情景， 对这
道汤他有很传神的描述： “排
骨酥烂而未成渣， 萝卜煮透而
未变泥， 汤呢？ 热、 浓、 香、
稠 ， 大家都吃得直巴达嘴 ”。
味美的原因在于 “多放排骨，
少加萝卜， 少加水”。 文章的
结尾， 将萝卜汤联想到了做文
章上 ， 认为 “要做到言中有
物， 不令人觉得淡而无味， 少
说废话， 这便是秘诀， 和汤里
少加萝卜少加水是一个道理”。
品读之下自是另一番意味。

黄州， 因苏东坡在此写过
《念奴娇·赤壁怀古》 而闻名，
故称文赤壁。 古清生的 《黄豆
在黄州》 读来饶有趣味： 有一
种食品可能贯穿黄州人的一
生， 那就是炒黄豆。 不论社会
地位高下……还是在京城身居
显位， 抑或漂洋过海， 生活在
现代文明国度， 一把炒黄豆仍
是他们的最爱。 “旧时， 那黄
州的教授， 课间授课， 间或从
裤兜掏出一粒黄豆扔入口中，
速度极快， 动作也十分洒脱，
嚼着黄豆 ， 课就讲得行云流
水， 海阔天空， 学子们不知先
生吃的何物， 乃炒黄豆也。”

季羡林先生的 《神奇的丝
瓜》，写他种植丝瓜和感受丝瓜
生长的过程：“最初长出的那一

个小瓜竟把瓜秧坠下来了一
点，直挺挺地悬垂在空中，随风
摇摆。我真是替它担心，生怕它
经不住这一份重量， 会整个地
从 楼 上 坠 了 下 来 落 到 地 上
……”“这两个瓜加起来恐怕有
五六斤重， 那一根细秧怎么能
承担得住呢？ ”一次次充满感情
的细致观察， 写得尤为生动和
富有情趣， 文字里弥漫着一种
孩子才有的童心。在他的心中，
丝瓜好像是位智者， 能从容不
迫应对各种生存环境。

看得出编选者在挑选文章
时下了不少功夫， 对文章的知
识性、 趣味性和可读性， 均有
较高的要求， 因此每读一篇，
你都觉着颇有所得； 尽管有些
写的是同一种蔬食， 但却各有
各的腔调， 各是各的味道， 绝
无腻味厌倦之感。

突然就想到了海子那几句
著名的诗： “从明天起， 做一
个幸福的人/喂马 ， 劈柴 ， 周
游世界/从明天起， 关心粮食
和蔬菜……” 每个人的生活里
都离不开蔬菜， 那么不妨一道
来读读这本 《蔬食记忆》， 看
看这些作家们是怎样同蔬菜亲
近的。 这本书的责编在编后记
里说得真切： “通过一批文人
的文字来感受中国文化的食物
之情， 同时增进我们某个方面
的生活知识， 乃至增添我们某
种生活情趣， 甚至得到某些言
外的意味、 象外的意境， 也不
算奢望吧？”

———读《蔬食记忆》

■奋斗者说·我这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