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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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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张淑淑兰兰十十年年光光阴阴 十十年年蜕蜕变变

霜降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八
个节气， 也是秋季的最后一个节
气 ， 更是秋季到冬季的过渡节
气。 就像中秋节有吃月饼、 赏月
的习俗， 重阳节有登高望远的习
俗一样， 在我国古代， 霜降也有
许多传统习俗。

吃柿子。 霜降时节， 正值柿
子成熟之时 ， 此时节的柿子皮
薄 、 肉多 、 味鲜美 ， 且营养丰
富， 深受广大人民的喜爱， 因而
形成了霜降时节吃柿子的习俗。

吃牛肉。 霜降时节， 不少地
方都有吃牛肉的习俗。 例如广西
玉林的居民习惯在霜降这天早餐
吃牛河炒粉， 午餐或晚餐吃牛肉
炒萝卜， 或是牛腩煲之类来补充
能量 ， 以求冬天里身体暖和强
健。

吃鸭子 。 在闽南 、 台湾地
区， 霜降这一天要进食补品， 也
就是北方常说的 “贴秋膘”。 在
闽南有一句谚语， 叫作 “一年补
通通， 不如补霜降”， 充分表达
出闽台民间对霜降这一节气的重
视。 在闽台地区， 人们认为适合
秋季进补的食物就是鸭子， 所以
一到深秋特别是霜降时节， 鸭子
都会销量激增， 甚至出现售罄的

情况。 不少售卖鸭子的店也会在
招牌上写上 “霜降来临 ” 的字
样， 提醒大家霜降吃鸭子。

拔萝卜。 山东人霜降喜食萝
卜， 山东地区， 有句农谚 “处暑
高粱 ， 白露谷 ， 霜降到了拔萝
卜”， 所以有 “霜降萝卜” 一说。
是指霜降以后早晚温差大， 露地
萝卜不及时收获将出现冻皮等情
况， 影响萝卜品质和收成， 因此
赶在霜降前后拔萝卜。

赏秋菊 。 古有 “霜打菊花
开 ” 之说 ， 所以登高山 、 赏菊
花， 也就成了霜降这一节令的雅
事 。 南朝梁代吴均的 《续齐谐
记》 上有记载： “霜降之时， 唯
此草盛茂”， 因此菊被古人视为
“候时之草 ”， 成为生命力的象
征。 霜降时节正是秋菊盛开的时
候， 尤其是南方地区气候温和，
霜降期间 ， 田畴青葱 、 橙黄桔
绿、 秋菊竞放。 我国很多地方会
在这时举行菊花会， 赏菊饮酒，
以示对菊花的崇敬和爱戴。

赏红叶 。 霜降时节 ， 除了
吃， 其实还有很多好玩的项目。
“霜叶红于二月花”。 霜降过后，
枫树、 黄栌树等树木在秋霜的抚
慰下， 开始漫山遍野地变成红黄

色， 如火似锦， 非常壮观。 大家
选择外出登山、 欣赏美景。 登高
既可使肺的功能得到舒畅， 同时
登至高处极目远眺， 天高云淡，
枫叶尽染， 赏心悦目， 对身心都
是一种极大的愉悦和放松。

扫墓祭祖。 古时候， 霜降时
节人们还要去扫墓 。 据 《清通
礼》 中说： “岁寒食及霜降节，
拜扫扩荃， 届期素服诣墓， 具酒
撰及菱剪草木之器； 周服封树，
剪除荆草 ， 故称扫墓 。” 如今 ，
霜降扫墓的风俗已少见。 但霜降
前后十月初一“寒衣节”，在民间
仍较为盛行， 寄托着今人对故人
的怀念之情。

进补。 民间有 “补冬不如补
霜降” 的说法。 霜降时节， 天气
越发寒冷， 民间食俗也非常有特
色 。 人们认为先 “补重阳 ” 后
“补霜降”， 而且 “秋补” 比 “冬
补” 更要紧。 因此， 霜降时节，
民间有煲羊肉、 煲羊头、 迎霜兔
肉的食俗。

这些趣味盎然的霜降习俗 ，
体现了人们追求康健、 祈福平安
的美好愿望， 同时， 也给我国丰
富多彩的民间习俗增添了一抹独
特的色彩。

金秋十月， 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 听完习近平总书记在开幕
会上所作的报告，我心潮澎湃，感
悟颇深，想到了属于自己的十年。

十年前， 我是油田的一名采
油工， 工作任务是看单井。 所谓
看单井， 就是一个山头有一个抽
油机， 驻扎一名看井工， 负责这
个抽油机的生产。 由于单井一般
都在荒无人烟的地方， 所以时刻
都要警惕不法分子偷油。 尽管身
边有条大黄狗陪伴， 但稍微有个
风吹草动， 我的心里还是紧张得
扑扑乱跳 。 长时间的 “单兵作
战”， 内心总有一种苦涩的感觉，
白天还好说 ， 取样 、 抄表 、 拔
草， 工作忙起来感觉时间过得很
快。 一到晚上， 孤独和痛苦就会
频频袭来。 有时无聊， 拿出手机

给家人打电话， 可常常是话还没
说上三句， 信号就中断了。 有段
时间， 想孩子想得不行， 我拿着
手机四处找信号。 后来， 发现一
个山坳的信号特别好 。 那天晚
上， 我就一直蹲在那里打电话。
尽管有些害怕， 但心里更多的是
兴奋， 因为从女儿的口中， 我可
以听到山外的世界。

枯燥的工作和单调的生活，
让我苦闷和无奈， 想不出这份工
作的意义， 找不到人生的方向。

2015年， 采油厂坚持既能以
人为本、 又能提质增效的原则，
将作业区的井区、 班组、 井组的
管理架构， 变为了作业区、 中心
站、 班组的管理模式。 实施新的
管理模式后， 一座座崭新的中心
站在蓝天白云下拔地而起， 我和

其他采油工统一在这里工作。
我们班组有两个男同事、 三

个女同事， 大家一起巡井， 分工
协作， 不用再像以前那样担心安
全问题了。 渐渐地， 我脸上的笑
容多了 ， 在与其他工友的交流
中，我的抱怨也渐渐少了，无论遇
到怎样的困难， 大家都默默地坚
持、克服，没有一个人退缩，团队
的力量常常让人感动不已。 也正
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完成了自己
的蜕变，闲暇之余，开启了学习模
式，书读的多了，精神振奋了，心
胸也更开阔了，在平凡的岗位上，
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2018年， 采油厂借助数字化
管理的优势， 在油区安装了电子
设备。 采油工再也不用天天出去
巡井了， 利用电脑和一面监控大

屏， 坐在办公室就可以完成对井
场和油井的治安监控 、 资料录
入、 油井启停等工作。 2019年 ，
野外通上了光纤， 每个中心站都
有了4G信号 。 闲暇时 ， 大家用
智能手机不仅能实现移动办公、
购物娱乐， 还可以刷微博、 聊微
信、任意切换文字、语音和视频通
讯。 想家人了，手机视频一连线，
思念瞬间变为相见。 2020年， 为
了丰富野外职工的文化生活， 厂
里又在油区建立了娱乐广场。 傍
晚， 一曲曲优美的旋律在大山里
响起， 劳累了一天的石油人聚在
广场上跳舞、 锻炼。 这幸福的旋
律， 无不显示出大山里的石油人
正在进行着一场完美的蜕变。

回想这十年 ， 梳理的是成
就， 温暖的是人心。 从 “独居”

到 “群居”， 从 “一个人的山头”
到 “一眼万里”， 无不体现了改
革开放的辉煌成果， 无论在精神
上还是面貌上， 我都像朽木逢春
般充满了朝气 ， 作为一名见证
者， 我深刻地感受到， 伟大的祖
国， 处处都是生机盎然。

十年光阴， 十年蜕变。 这十
年里 ， 国家已经建成了小康社
会， 正在意气风发地向着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时代在变，
条件和环境在变， 不变的是我们
石油人的初心和使命。 在新的征
程上， 我要学习贯彻好党的二十
大精神 ， 永葆 “石油工人心向
党 ” 的红色基因 ， 牢牢扎根一
线， 用奋斗书写无悔于时代的精
彩华章。

□□王王玉玉美美

趣趣味味盎盎然然的的霜霜降降习习俗俗
□□李李庆庆霞霞

汪曾祺与“泡茶馆”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阅读一个作家的作品， 就是
与之建立关系。 虽然对方并不知
道我的存在， 但我却可以通过文
字了解一个远在他方或早已离世
的人， 以及他的文学思想和生命
情怀。 这是我在读到汪曾祺先生
在 《宁作我》 中对西南联大的回
忆文章时发出的感慨。

在西南联大求学时， 汪先生
没有床， 就睡在一个一尺多宽的
条几上， 无论冬夏， 都是拥着一
床棉絮睡觉。 有时没钱吃饭， 就
不起床。 有一次， 同学朱德熙猜
到他没钱吃饭， 就夹了字典来找
他， 朱同学把字典卖掉， 这才让
他吃了饭。

汪先生写到他的老师沈从
文， 他讲沈从文讲课并不系统，
但他记住了沈从文反反复复强调
的 “要贴到人物来写” “写景处
即是写人” 等写作要义。 汪先生
后来能成为著名作家， 他的老师
沈从文起了很大作用。

读到先生关于联大师生 “泡
茶馆” 的片段， 觉得甚是美好。

他讲， “泡茶馆” 是联大学
生特有的语言。 “泡茶馆”， 即
长久地呆在茶馆里看书学习。 说
有一个学生是泡茶馆的冠军， 他
有一段时间整天在一家熟识的茶
馆里泡着。 他的盥洗用具就放在
茶馆里， 起床后就到茶馆里洗脸
刷牙， 然后泡上一碗茶， 吃两个
烧饼， 看书一直到中午， 起身出
去吃午饭 。 吃了饭 ， 又是一碗
茶， 直到街上灯火阑珊， 才夹着
一本很厚的书回宿舍睡觉。

而汪先生自己也常去茶馆看
书， 即使和同学一起去， 也是各
看各的， 彼此不交语。 而他最初
的几篇小说 ， 就是在茶馆里写
的。

书中 ， 汪先生还将 “泡茶
馆” 对联大学生的影响归纳为三
点： 第一， 可以养其浩然之气。
在那个混乱的年代， 学生们穷困

得近乎潦倒， 但却不颓丧灰心，
而是追求精神的升华 ， 鄙视庸
俗， 与泡茶馆是有些关系的。 第
二， 茶馆出人才。 学生们上茶馆
不是为了闲聊、 娱乐， 更多的是
为了读书。 第三， 泡茶馆可以接
触社会。 汪先生本人对各种各样
的人和生活发生兴趣， 能写出好
作品， 与当时泡茶馆极有关联。

由此可见， 当时的联大教育
风气相当民主和自由。

学生们学得自由， 教授们讲
得也自由， 他们根据自己对课程
的理解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想怎
么讲就怎么讲。 教授之间， 一般
也不互论长短。 那时的教授都爱
有才华的学生， 让学生们接受民
主思想， 呼吸独立思考、 学术自
由的空气 ， 为学为人都比较开
放， 比较新鲜活泼。

也正是西南联大这样的自由
氛围， 让汪先生一步一步走向了
文学创作之路。

西南联大培养出了一大批知
识分子和社会精英，梁思诚、林徽
因、金岳霖等等都出自这所学校，
他们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文
化建设起到了良好的支撑作用。

而汪曾祺与他的同学们泡茶
馆的美好经历将永远作为一段佳
话被世人传颂。

———读汪曾祺《宁作我》

■奋斗者说·我这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