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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女儿只是残疾不是残废”
□韦凤英

———读《眉州三苏：苏洵、苏轼与苏辙的人生故事》

□刘昌宇

不落窠臼写三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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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荆斩棘的勇士

为有效维护燃气安全形势持
续平稳， 门头沟区城管执法局持
续推进燃气安全专项整治， 坚决
筑牢安全防线。

充分发挥系统牵动作用， 统
筹推进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行
动， 加强燃气执法区级抽查检查
和 业 务 指 导 ， 定 期 对 辖 区 燃
气 供 应企业和燃气用户开展抽
查检查工作， 对抽查发现的问题
及时向属地制发监管问题通知单
和系统督办单， 落实复查机制，

并纳入考核计分， 压实一线执法
责任。

紧盯区内燃气供应企业落实
安全生产运行、 安全供气和非居
民用户安全用气主体责任。 督促
供气企业加强非居民用户巡查检
查质量， 并及时复查。 紧盯餐饮
企 业 等 人 员 密 集 场 所 燃 气 安
全 风 险隐患 ， 提高非居民用户
用气安全； 要求各属地符合立案
标准的坚决予以立案处罚。 切实
对供、 用气主体压紧压实燃气安

全责任 ， 夯实燃气安全管理基
础。

督促各属地结合占道经营清
理整治， 持续加大对街头游商非
法液化石油气问题的执法检查力
度， 坚持 “零容忍” 工作标准，
对于查扣的液化气瓶， 及时对接
液化气站， 做好气瓶移送。 同时
要求各执法队规范填录气瓶移送
相关信息情况并纳入考核， 确保
真实、 准确。

（成光）

门头沟区城管执法局 持续开展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广告·

“老婆， 明天一早我要出差
做供电保障， 预计半个月左右，
家里的事你和妈多费点心， 有事
发微信吧”。 晚上10点， 加班刚
刚回到家的张劲对妻子说道。 此
时， 两岁多的孩子在姥姥的陪伴
下已经进入梦乡。

张劲的妻子没多细问， 便开
始收拾行囊。 她心里明白， 老公
的供电保障关乎更重要的事和更
多的人， 家里的担子重量肯定与
之没法比。 当初她嫁给张劲最看
重的也是他身上这股认真专注、
拼搏向上的劲儿， 她愿意一生成

为 “那股劲儿” 源源不断的力量
支撑点。

第二天一早， 当家里人还在
熟睡时 ， 张劲出发了 。 这次任
务， 张劲作为供电保障队队长，
主要负责某220千伏变电站电气
一二次设备的状态评价、 安全保
障和紧急情况处理。

等到了变电站的安置驻扎
点， 扔下包裹的张劲马上开始了
工作准备， 等到大家都到齐后，
立刻就带着保障队员进行站内初
巡。

“这台主变生产安装于2012
年 ， 10年间共发生过3次异常 ，
进行了2次检修工作， 与早期设

计缺陷有关，其中，异常一为闭锁
逻辑不完善， 极端情况下会在正
常情况下发出异常信号， 具体处
理措施为增加了0.2秒延时……
综合评价起来 ， 我个人给 90.5
分， 此次保障期间重点关注的是
油温、 出线接头温度， 变压器非
电量保护的轻瓦斯信号。” 张劲
如数家珍、 细致入微地向保障队
队员介绍着每台设备的历史、 当
前状态、 重点关注内容、 紧急处
理方法等。

事实上， 队里的组成人员大
多是各专业对口的专家， 但是对
张劲那是一致的称赞有加。 原因
很简单， 变电站每台设备在他心

里了如指掌， 如家长对待自己孩
子一般了解， 每台设备运行中的
每个细节都历历在目， 这份用心
和专心， 不自觉让大家从心底里
敬佩。

其实， 这与张劲的工作经历
是分不开的， 早期他做运行岗位
工作， 常年与设备相伴， 形影不
离， 当时流传着： 他不是在设备
的跟前， 就在看设备资料的办公
室里。

有一次遇到一个自动化信号
上传后台丢失的难题， 当时不仅
难倒了各大相关设备厂家人员，
运维人员和支撑单位也分析研究
好久 ， 几次分析后仍然束手无
策。 后来张劲碰巧遇到， 便主动
询问帮忙。 经过一天一夜的分析
思考， 最后， 张劲准确地定位到
问题责任厂家， 并进一步跟踪指
出了该厂家在多厂家设备接口传

输协议处理上的内部缺陷， 当时
令设备厂家研发经理深深折服，
并感谢他给产品完善带来的重大
提升。

后来， 张劲被调到检修岗位
工作。 检修工作中会遇到各种各
样的难题挑战， 当大家劳累疲倦
或者畏惧无措时， 总能看到张劲
仍然斗志昂扬、 越战越勇， 大家
称他是 “披荆斩棘的勇士”。

这次供电保障工作， 张劲带
领的保障团队不仅圆满完成了任
务， 而且提交了保障工作总结报
告， 其中， 不仅详细对站内一二
次设备进行了状态评估， 对相关
问题隐患进行提醒， 并给出了下
一步工作建议。

面对困难与挑战， 张劲总会
说： “困难挑战就是一种磨练，
坚持不懈、 冲锋在前才能收获满
满、 无往不胜。”

小时候， 当我看到身旁
的小伙伴们动如脱兔、 健步
如飞时， 心里充满了羡慕。
就连女孩子们都喜欢的跳皮
筋、 跳房子游戏， 我也很难
参与， 因为我是个脚部残疾
的女孩。

我经常泪水奔涌， 埋怨
命运的不公， 为何把我变成
一个废人？ 每每此时， 母亲
就拥我入怀 ， 一边安抚我，
一边打气说： “我的女儿只
是残疾， 不是残废。”

那时我懵懂地知道， 残
疾与残废， 一字之差， 意义
却不同。 也正是母亲的这句
话， 成为我勇敢面对生命的
精神支柱。 上天没有给我一
副完美的身体， 但它给了我
一个伟大的母亲 ， 尽管残
疾， 我仍然是她心目中最优
秀的女儿。

那时， 看着小伙伴们都
背起书包 ， 欢快地走进课
堂， 我也渴望上学。 但面对
贫寒的家境， 近在咫尺的小
学校在我看来却遥不可及。
这一点奢望当然逃不过母亲
的眼睛 ， 她将我送进了学
校。

为了给我交学费， 母亲
想尽一切办法挣钱。 她去山
上割青草， 晒干后， 再挑去
几公里外的砖瓦窑场， 以极
为低廉的价格卖给他们作燃
料。 她还种蔬菜， 尤其种出
的苦瓜特别好， 肥硕鲜嫩、

清脆爽口， 我常常帮助母亲
干些捆扎苦瓜之类力所能及
的农活。 母亲用辛勤的汗水
为家庭带来微薄的收入， 让
我能走进课堂， 和其他孩子
一样， 在同一片蓝天下共享
阳光， 在知识的海洋里乘风
破浪。

上天为我关上一扇门 ，
同时也为我打开了一扇窗 。
通过这扇窗， 我看到了知识
的浩渺与珍贵。 当我在求学
路上蹒跚前行时， 是母亲给
了我无尽的动力， 是老师教
授了我文化知识以及做人的
道理， 让我有足够的勇气面
对任何挫折。

通过勤奋刻苦的学习 ，
我改变了命运的最初设定 ，
成为一名人民教师。 在我的
执教生涯中， 我善待每一位
学生， 尤其是身体有缺陷的
孩子。 从他们的身上， 我仿
佛看到了我的童年， 自卑、
彷徨、 懦弱， 而我像母亲一
般呵护他们、 激励他们。 正
如母亲教育我的那样： “残
疾， 并不是残废。”

我感恩于社会赐予我的
温暖。 多年前， 65岁的母亲
因病去世， 成为我心中永远
的伤痛， 而她在我结婚时送
给我的搪瓷杯， 我直到现在
依然像宝贝一样珍藏， 尽管
杯子的外表已破损不堪， 但
在我眼里， 它仅仅是残疾 ，
并没有残废。

时下， 市面上写苏轼的书可
谓浩如烟海， 大多围绕着他的成
长经历及文学成就展开叙事。 而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全民阅读形
象大使郦波的《眉州三苏：苏洵、
苏轼与苏辙的人生故事》，却打破
这种传统的窠臼， 尝试着从家风
传承和整个 “唐宋八大家” 的视
域，不光解读“文学巨擘”苏轼的
传奇人生， 还将其父苏洵、 其弟
苏辙的光彩人生一并呈现， 从而
以家庭群像的方式， 书写出中国
文学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书中， 郦波按家庭辈分， 依
次介绍了苏洵、 苏轼、 苏辙的人
生履历、 命运遭逢及文学追求，
三条主线分头并进 ， 既独立成
篇， 又有着很强的内在联系。 虽
然三位都位居 “唐宋八大家” 之
列， 但成长轨迹与性格性情乃至
文章风格都截然不同。 郦波按照
他们各自的特点， 进行着各有侧
重的叙述。

苏洵由于少不更事， 直到爱
妻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 才幡然
醒悟， 体会到读书的重要性。 郦
波就把书写的重点放到他知耻后
勇 ， 27岁 “高龄 ” 才重拾书本
上， 着意突出他的大器晚成。 而
苏轼的文学才华自不必说， 郦波
就把铺陈的重心， 放到苏轼屡遭
贬谪而又能豁达乐观、 秉持文学
初心上。 至于苏辙， 与哥哥苏轼
相比， 同样才华出众， 嘉祐二年
(1057年)， 他兄弟俩参加礼部会
试， 当时欧阳修担任主考官， 十

分欣赏二人的才华， 苏辙以名登
五甲的优异成绩， 最终被朝廷录
用 。 苏辙为官后 ， 敢于秉公直
言， 曾上书宋仁宗， 言辞激烈地
直指其施政之弊， 险遭罢黜， 郦
波就着意突出他的敢于担当的精
神。 如此种种， 不一而足。 这种
贴着人物书写的叙述方法， 有效
避免了千篇一律式的脸谱化， 使
眉州三苏的个性特征和精神禀
赋， 显得尤为突出。

从书中也可以看到， 三位大
咖虽然同出一门， 文学造诣也极
为深厚， 但在人生阅历、 处事修
为、 写作风格的确立方面， 却又
有着相对的独立性。 如果把他们
单独拿出来写传， 每一位都足以
写成一本厚重的 “大书”， 但这
显然不是本书所要讨论的重点。
郦波的高明之处就在于， 既化整

为零， 把三苏视作有血有肉的生
命个体， 从他们的人生历练和命
运沉浮中， 去表现他们的情感、
爱憎、 理想和抱负。 同时， 又合
零为整 ， 以家庭为单元 ， 以亲
情、 友情和爱情为傍依， 着力刻
画他们在相互扶持和鼓励下， 奋
力实现各自理想和追求的拼搏过
程。

正是遵循着这种求大同存小
异的创作宗旨， 最终让三位文坛
巨匠呼之欲出， 以丰满立体的形
象， 巍然耸立在中国古典文学的
高峰。 正如郦波所总结的那样，
同为巨人， 受时代和客观环境因
素的影响， 每一个人固然都有他
（她） 历史局限性的一面， 但只
要传记作家紧紧抓住其本质特
征， 从他们身上的亮点、 闪光点
生发开去， 逐一展开话题， 就能
写活众多传记人物的经典形象。

眉州三苏， 是中国文学史上
标杆性的人物， 他们以其卓越的
表现， 将宋代的诗词和散文推向
了新的高度， 在古典文学的艺术
长廊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今天，品读他们的故事、学习他们
的精神， 是为了把中华文脉传承
好、赓续好，这既是时代的重托，
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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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