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最美的风景

□高文如父如子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 十七八

岁的大伯从河北老家来到京城。
凭着不怕吃苦的实干和无师自通
的木工手艺， 实现了从山里娃到
京城工人的身份转变。 从此， 大
伯与家乡父老聚少离多。 在我们
这些土生土长小字辈儿的记忆
里， 大伯留给我们的印象很淡，
甚至是模糊的。

1997年， 19岁的我考上了北
京语言大学。 我的学校在海淀区
五道口附近， 而大伯住在圆明园
西路附近。 地理位置拉近了我和
大伯的直线距离， 与大伯联系多
了， 对他的印象逐渐清晰。

我是来自农村的穷苦孩子，
大学对我来讲是海绵吸水般长知
识的时代， 也是胃口大开却囊中
羞涩的时期 。 由于总是节衣缩
食， 以至于身体瘦弱， 一次， 我
着急忙慌地赶下午讲座课， 眼前
突然失去光亮， 只能隐隐约约看
到同学们的影子。 校医诊断为营
养不良导致， 这让我紧张了好一

阵子， 唯恐自己失明。
年近七旬的大伯得知此事

后， 第二天就赶到学校看望， 让
我好生感动。 在我最需要帮助和
安慰时， 是大伯伸出了热情的双
手， 大伯告诉我， 以后每周末都
去他家吃饭， 增加营养、 改善伙
食。

自此， 我几乎每个周末都去
大伯家。 我记得周末午餐， 大伯
大妈摆上一盘盘丰盛的菜肴， 晚
上 ， 又端来一碟碟热腾腾的饺
子， 这样的周末让我每周都翘首
以盼。 如今想起那种感觉， 还是
会有热流在心中涌动。

周日晚上， 我和大伯挥手告
别返校时， 感到神清气爽， 精力
充沛。 一直到毕业， 我再也没有
出现因为营养不良而失明的现
象。

后来我才知道， 大伯大妈平
日生活简朴， 省吃俭用。 为了照
顾我， 他们才 “破例” 奢侈。 而
在我走后， 那一桌的剩菜剩饭要

让他们吃上好几顿。 为了让我周
末吃好点， 他们平日里还要格外
地苦自己。

古人云， “谁言寸草心， 报
得三春晖”。 我大学毕业后走上
了人民警察的岗位。 第一次领了
工资后， 我首先想到的是回报爹
娘、 回报大伯大妈。 逢年过节是
我工作最忙的时候， 轮休时， 我
尽量挤出时间去大伯家， 看望日
渐衰老的二老。

耄耋之年的大伯， 记忆力惊
人 ， 让我暗自佩服他的博闻强
记。 我们爷儿俩聊着单位的事、
老家的情， 那种如父如子的情感
浓得令人陶醉。

岁月如流水， 大伯已去世多
年， 但他的音容笑貌总是在我眼
前晃动， 闪烁出我在二十多年前
周末和大伯大妈共进午餐、 和大
伯畅快聊天的场景……

又是人间四月天 ， 仅 以 此
篇 ， 献 给 我 那 长 眠 地 下 的 大
伯。

闪耀在历史天空里的一颗星
□李钊———读《陈垣和家人（修订版）》

史学泰斗、 大教育家陈垣先
生在国内外享有盛名 ， 作为南
（陈寅恪） 北两陈的 “北陈”， 他
在大师云集的近代学术史上， 是
一个特例， 没有家学和师承， 未
读过大学， 更无留洋史， 完全凭
自己的刻苦自学 ， 在中国宗教
史、 元史、 校勘学以及历史文献
学等领域 ， 作出了开创性的贡
献， 被毛泽东称赞为 “国宝” 大
师。 他在教育界的声名也是如雷
贯耳， 一生耕耘杏坛七十余年，
为祖国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

《陈垣和家人》的作者是陈垣
先生长孙陈智超的夫人曾庆瑛，
书中依次介绍了陈垣先生及四位
家人的生平往事， 既有陈家三代
历史学家的史学生平、 治学往事
和学术精神， 也透露陈垣先生与
先人、夫人的生活细节，补充了陈
垣先生家庭及感情生活的重要材
料。顺着作者的回忆，不仅能看到
陈垣先生更为完整的学术人生和
情感世界， 也能更加清楚地认识
其留给后人的宝贵思想遗产。

陈垣先生在史学园地辛勤耕
耘数十年，著述宏富，影响巨大，
不仅留下了宝贵而丰富的学术遗
产，更留下赤诚报国、严谨求真、
开拓创新、使命担当的精神遗产。
元史是陈垣先生的重要研究领
域，在写作《元秘史译音用字考》
时，他查阅各种版本的《元秘史》，
从考察源流、 断定年代到分析译
音用字、寻找规律，收集编制数十
万字的资料， 最后形成一万多字
的著作。在校对沈刻《元典章》时，
因“不忽木”和 “不忽术”的一字
之差， 只因谈论内容牵涉到许多
专门名词，除口谈之外，还需要借
助笔谈， 他与同处一室的陈寅恪
笔谈12个回合。 这些事例无不体
现他治学之严谨、视野之宏阔、考
据之缜密。抗日战争时期，他的学
术思想从专注考证到提倡 “有意
义之史学”的升华，身处沦陷区的
他时刻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以
笔为刀撰成一系列激扬民族正气
的著作， 谱写了现代史学史上的
出色篇章。北平解放前夕，陈垣三
次拒绝了国民党向他发出的南下
邀请， 坚持留城迎接新中国的曙
光。 1959年，他更以79岁高龄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 开启了他学术生
活和政治追求的新阶段。 正是深
植内心的爱国主义信念， 使他以
学术报国的方式在史学领域作出
卓越贡献。

“芬芳桃李人间盛，慰我平生
种树心。”陈垣先生也是一位可为
百世师表的大教育家， 他的门下
精英辈出， 在教育史上留下浓墨
重彩的一笔。受他的影响，儿子陈

乐素、 孙子陈智超均是著名的历
史学家。 他对后辈在学术上的引
导与规劝甚至批评使他们的关系
更像师生， 足以展示他作为一名
大教育家的一面。 陈乐素进行中
日关系史研究，在《日本研究》杂
志上开设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
国图解说明”等专栏，是受陈垣先
生爱国情怀的影响和学术研究上
的指导。 孙子陈智超多次受到祖
父亲自教导， 在整理祖父和父亲
遗著的过程中， 他更学到了诸多
“史学研究的好方法， 增长了见
识”。陈垣一直秉承热爱、负责、创
新的教育理念，主持辅仁大学后，
开启“教育救国”计划，亲自主持
大一的国文课， 开设在史学界开
风气的 “中国史学名著选读”“中
国史学名著评论”两门课程，在学
生心中种下成长为参天大树的种
子。 他也十分重视人才的延揽和
培养， 破格推荐无中学学历证书
的启功到辅仁大学教授大一国
文，从做人、做学问到教书，对启
功悉心培养，而启功也不负师恩，
在学术和书画上取得很大成就。

陈垣先生如同闪耀在历史天
空里一颗星， 博大精深的学术和
教育成就，以及追求真理、热爱祖
国、创新学术、无私奉献的“励耘
精神”，至今仍激励着我们永不止
步，不断前行。

·广告·

□赖雨冰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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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色在山坳里显得更加浓
重， 透过一重重的露水， 隐约可
见星星挂在头顶， 此时是凌晨0
点58分。

调度命令一下达， 邓辉和同
事就带着施工队一行27人走进栅
栏门。 今天他们要对1519号桥安
装新桥槽以及对K2142+500至
700米处进行径路包封。 这活儿
难度大， 桥长、 坡陡， 搅拌沙浆
的场地又远， 作为作业人员， 邓
辉深知自己肩上的安全责任重
大， 他不时望向劳作的师傅们，
细心地观察着大家有没有做好安
全准备工作。

“虽说施工队的工作人员都
经过安全培训， 但夜间作业， 加
上连日来的高强度工作， 师傅们
难免会分神， 这个时候我必须时
刻提醒他们注意安全。” 邓辉说。

“李叔 ， 你安全带系好了
吗？ 我检查一下。” “老王， 你

挑沙浆不要挑太满， 前几天下过
雨， 路滑不好走。” “宗源， 你
不要把身体探出桥外。” “老刘，
你的头灯要调到最亮， 这样才看
得清脚下。” 一个晚上， 邓辉一
边干活一边不停地叮嘱施工的师
傅们。

参与光缆大修快一个月， 作
为工长的邓辉已经跟施工队的师
傅们混得很熟了。 “施工队是计
件的 ， 就怕有些师傅为了多挣
钱， 不顾安全蛮干， 他们大部分
都是跟我父亲差不多的年纪， 作
为小辈， 我把他们当亲人， 我有
义务当好他们的守护神， 保证他
们的安全。 只要我在场， 我就违
章必说， 有错必纠。”

年轻的邓辉就像一颗闪亮的
星星， 在这个管辖着复杂设备的
工区照亮很多后来者的方向。 他
默默付出， 把工区的所有事都揽
到自己身上， 大到工作难题， 小

到生活困难， 他都会出手帮忙。
工作安排上， 他总是先己后人，
遇到节假日， 他都会主动留下来
值班， 半夜处理故障也是冲在最
前面 。 正是因为他这种奉献精
神， 让很多新来的职工很快找到
集体的温暖和荣誉感， 以至于很
多同事说， 就喜欢跟邓辉一起共
事， 有他在， 安心。

通信工作枯燥乏味， 但邓辉
却甘之如饴， 他喜欢在机房、 基
站和区间处理应急故障， 这是一
个考验技术和胆量的过程。 每处
理好一个故障， 邓辉说他都会有
热血沸腾的感觉。 他没有别的爱
好， 只喜欢在干活的间隙看着火
车飞驰而过， 他说， 那是不一样
的风景， 也是通信设备安全稳定
的见证。

5点05分， 作业完毕， 施工
告一段落 。 星星落下 ， 晨曦微
露， 看到人员、 材料、 工机具全
部撤离至安全地点， 邓辉这才感
觉悬在半空的心落了地。

这是一位年轻通信工的简单
故事， 但简单的背后是 “敬业爱
岗” 的诠释， 是把劳动安全和他
人安全牢记心间的写照。 万里铁
道线上正是因为有了千千万万个
邓辉这样的铁路人， 中国铁路建
设才能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
的成就。 “市市通高铁” 变成了
现实， 人们在 “家门口” 就能抬
脚上高铁。 当人们乘坐火车经过
一个个目的地时， 这种情景是邓
辉眼里最美的风景， 也是铁路发
展史上最美的风景。

为加强丰台区医疗器械安全
监管， 客观评价丰台区医疗器械
安全状况并及时发现和控制安全
风险 ，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采取
“四强化” 举措开展2023年度医
疗器械抽检工作， 确保辖区医疗
器械质量安全。

强化总结， 精准施策 全面
总结上年度医疗器械抽检经验，

梳理上年度监督抽检不合格产
品、投诉举报产品等信息，以风险
系数为主，制定完善抽检计划，专
人负责进一步细化目标任务。

强化统筹， 扎实推进 制定
辖区医疗器械抽检实施方案， 明
确抽检数量、 检验要求、 抽样品
种以及经费保障。 今年首次将医
疗器械防疫产品常态化专项抽检

纳入实施方案， 2023年医疗器械
生产、 使用环节计划抽样30件，
医疗器械防疫产品常态化专项抽
检30件。

强化培训， 完善流程 组织
抽检工作培训会 ， 对采样 、 封
样、 系统录入、 送样等全环节进
行培训， 建立一支专业化医疗器
械抽检队伍。

强化检查， 打包监管 以发
现问题及时整改为导向， 将监管
和抽检工作有机融合， 强化抽检
前监督检查， 在重点检查医疗器
械采购渠道合法性、 贮存场地条
件是否能满足产品要求的同时，
抽取重点品种现场封存、 核对信
息、 录入系统、 形成凭证， 实时
纳入系统。 （毛军军）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 “四强化”开展2023年度医疗器械抽检工作

■工友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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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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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