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片故事

■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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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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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戍边自古以来都是苍凉而沉
重的。 因为在这战端之地， 战则
意味着首当其冲的牺牲， 守则意
味着经年累月的年华。 作家杜文
娟在其新作 《守边》 中， 将诗意
的叙述与理性的认知紧密结合，
为我们刻画了一群扎根边疆、 驻
守雪域高原的英雄图谱， 让我们
在敬仰与热血沸腾中感受到中国
军人的魂骨。

《守边》 全书共分12章， 分
别为12个独立的故事， 又彼此关
联， 呼吸与共。 书中既有解放阿
里的进藏英雄先遣连， 又有 “绝
不能把祖国的领土守小了、 守丢
了” 的新时代戍边英雄； 既有一
两年见不到一位到访者的 “喜马
拉雅哨兵”， 又有放弃内地工作
跟随丈夫赶赴边关的军嫂……在
书中， 作者采用宏观描述和微观
呈现相结合的方式， 多角度、 全
方位地展现了广大军民在坚守中
奉献芳华， 用心中的大爱构筑起
的精神长城。

“风吹石头跑 ， 四季穿棉
袄， 氧气吃不饱”， 雪域高原上
的自然环境艰苦。 就连笑都不敢
大笑， 一笑嘴角就流血， 手掌虎
口也皲裂 ， 脸上一层一层地掉
皮。 战士们用 “到蔬菜温棚看绿
色的黄瓜叶、 红色的西红柿、 大
哭一场 ” 化解身心的烦恼与寂
寞 。 “如果不是为了祖国的安
宁、 边防的稳定， 就是地上铺满
黄金、 顿顿山珍海味， 也不愿意
留在这里”， 这是众多边防人的
心里话， 但他们却又都毅然选择
留在这里， 接受着极度严苛的生
命挑战。

作为一名军人， “能有边疆

工作经历， 是光荣和自豪的事”，
这不是妄语， 而是边防战士的心
声。 因为 “虽然艰苦， 心中却有
阳光，只有奋斗过奉献过，才能体
会到成长的幸福和收获”。 譬如，
《戍边卫士》中，先遣连130多名官
兵在党支部书记李狄三的带领
下， 以牺牲63人的悲壮将五星红
旗插上藏北高原。 病重的李狄三
恳请党支部不要给自己用药，把
最后一支盘尼西林留给战友。 先
遣连不仅解放了阿里， 更是让守
边精神得到了延续和传承。 祁发
宝、 陈红军、 陈祥榕、 肖思远、
王焯冉…… “生在喀喇昆仑山为
祖国站岗， 死在康西瓦为人民放
哨”， 是他们的铮铮誓言， 默默
坚守、 无私奉献更是他们的不悔
选择。 他们犹如雪山下的紫花苜
蓿， 铸就了新时代中国军魂。

而这种军人精神更是感染了
更多人 ， 于是有了 “天路守护
神” 何剑波， 有了 “昆仑卫士”
张良善， 有了为挽救村民生命被
雅鲁藏布江急流卷走的村党支部
副书记仁增……他们不仅点燃了
卫国戍边的火花， 还安顿了人的
身体和灵魂， 他们是这个时代最
美守边英雄的群像缩影。

边防军民用青春、 鲜血乃至
生命铸起的巍峨界碑， 不仅是祖
国大地繁荣富庶、 万家安居乐业
的安全屏障， 更是新时代青藏高
原上守边卫士的精气神。

父亲是典型的知识分子， 博
览群书， 平易谦和， 上课引经据
典， 形象生动， 深得学生喜欢。
记忆中父亲挂在嘴边的话： “师
者仁心， 当老师一定要有一颗仁
爱之心， 引导学生茁壮成长。”。

古人云： “师者， 所以传道
授业解惑也。” 父亲说教书首在
育人， 教书识礼， 教育就是让孩
子懂得如何做人。 孟子 “富贵不
能淫 ， 贫贱不能移 ， 威武不能
屈 ， 此之谓大丈夫 ” ； 司马迁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
于鸿毛”； 刘胡兰面对敌人的铡
刀，大义凛然……古往今来，无数
仁人志士为国尽忠， 为民请命，
赤胆忠心。 父亲口中的这些优秀
人物形象潜移默化涤荡孩子们的
思想， 震撼着孩子们的心灵。

上课之余， 父亲深感乡民文
化的缺失， 主动办起夜校教他们
识字、 写字。 新中国成立之初 ，
一穷二白， 百废待兴， 乡民们斗
大的字不识一个， 又拖家带口，
生计维艰， 教起来十分困难。 父
亲想方设法， 因人制宜， 因势利
导， 礼拜日干脆跑到田间地头，
干活间隙， 乡亲们坐在大树下抽
袋旱烟解解乏， 父亲趁机给他们
说书讲故事： 杨家将， 水浒传，
三国演义……父亲讲得声情并

茂， 有板有眼； 乡亲们听得如醉
如痴， 津津有味。 所有这些都在
乡民心中播撒下忠贞爱国的种
子 ， 燃起了他们求知学习的渴
望。 记忆中每到晚上， 我家里里
外外到处都是人， 有来问字的，
有来求写信的， 有来听书的， 我
家的小院俨然成了天然的大课
堂。 在父亲的影响下， 乡民们识
字听书， 乐此不疲。

父亲见乡民们对读书识字有
了兴趣， 又开始尝试写快板书、

京韵大鼓、 三句半， 以乡民耳熟
能详的方言土语歌颂艰苦年代里
的劳动热情， 表现出劳动人民不
畏艰难、 勇往直前的乐观精神，
深得乡民喜爱。 如今村里的老辈
人还能断断续续说出当年父亲给
他们写的一个个精彩片段。

父亲一介书生， 一生清贫，
始终恪守三尺讲台， 传道授业解
惑， 尽显老一辈知识分子的高风
亮节， 在平凡的岗位书写了一介
书生精忠报国的赤子之心。

□管艳艳 文/图

拳拳赤子心

———读杜文娟的《守边》

□秦延安

对企业来说， 安全就是生命， 安全就是效益， 安全是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 为

了保障安全生产， 北京市各级单位紧扣 “人人讲安全、 个个会应急” 主题， 结合实

际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特色活动， 引导全社会进一步树牢安全底线

意识， 夯实全社会安全生产根基。

“安全生产月”里话安全

连日来， 京城气温持续攀升， 火辣的阳光与闷热天气让室外炙热难耐。 然而，

始终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初心不改， 努力克服各种困难， 坚守岗位， 保证城市的

正常运转。 “城市园丁”， 是对这群高温工作者的统称。 他们是市政建设者、 交

警、 保安员……你或许早已习惯了他们的存在， 却未必了解他们的故事， 在此，

本刊分享 5 位工作在不同行业一线的平凡劳动者的故事。 或许， 这些故事没有那

么轰轰烈烈， 但是足够真实， 撼动心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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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下的坚守
———致敬烈日下的奋斗者

用青春热血铸就的界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