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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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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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金石 文/图

———读周华诚《专注的劳动者都是发光体》

努力劳动的人终将闪闪发光

□秦延安

北京市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工作报告中专门指出， 开展 “小三级” 工会建设

三年行动， 不断扩大工会组织覆盖， 激发基层活力、 夯实基层基础， 全面提升工会

引领力、 组织力、 服务力。 “小三级” 工会是由街道总工会、 区域性和行业性工会

联合会以及其辖内各法人单位工会所构成的基层工会组织体系。 首都工会切实推动

“小三级” 工会组织建立， 真正实现最大限度地把全市职工组织到工会中来， 让职工

群众感受到工会组织的温暖， 享受到工会组织的服务。

直直抒抒胸胸臆臆

2024年8月下旬刊 本期看点

北京进入 “七下八上” （7 月下旬到 8 月上旬） 防汛关键期以来， 面对防汛排涝

这场 “大考”， 有这样一群劳模先进， 他们用坚实的脊梁扛起了防汛的重担， 扎实开

展巡查排险、 抢险救灾等各项防汛工作， 用坚守和责任奔跑在防汛前线， 以坚定的

信念和无畏的勇气， 全力筑牢防汛 “安全堤”， 让劳模精神在防汛一线熠熠生辉。

让我们向这群最可爱的人致敬！

聚聚焦焦

防汛一线的“排头兵”

首都“小三级”工会建设在行动

现在的许多年轻人， 喜欢用
“躺平” 和 “摸鱼” 自嘲， 认为
即使自己穷其一生的努力， 也只
是普通人， 很难有所建树。 其实
不然。 作家周华诚在其新著 《专
注的劳动者都是发光体》 中， 用
真实的事例、 温情的书写和暖心
的语言， 告诉我们， 每一个行业
都有它的荣光， 每一个努力劳动
的人， 终将闪闪发光。

该书讲述了16个行业人物故
事和他们的专业魅力， 是一本适
合青少年阅读的文化散文集和励
志的 “劳动教育” 书。 在书中，
作者对16位劳动者勇于选择自己
热爱行业的初心和奋斗过程进行
了抽丝剥茧的探讨 ， 让我们知
道 ， 人生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
“只要踏踏实实学习， 踏踏实实
做事， 是金子一定会闪闪发光”。

《寻纸记》 里的青年农民黄
宏健， 偶尔一次听说便迷上了开
化纸 ， 甚至关闭了自己开的饭
店 ， 着了魔地去研究 ， 历尽艰
辛， 终于复原了中国传统手工纸
“开化纸桃花笺” 工艺， 用 “寿
命可达2825年的开化纸张” 照亮

了人生 ； 《出海岛记 》 的陈庆
杰， 原本想着从小小海岛考学去
到更广阔的天地， 没想到师范毕
业后又分回海岛教书。 他曾经有
多次机会离开 ， 却因为喜欢读
书 、 喜欢教书 ， 牵挂这里的学
生， 终其一生守在海岛。 虽然陈
老师没有走出海岛， 但他教过的
学生却扬帆远行， 成为不同行业
的优秀人才。

在书中， 我们不仅可以看到
劳动者的执着与坚守， 更看到他
们的理想与幸福。 《一桥一生 》
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木拱
桥传统营造技艺” 代表性传承人
董直机、 曾家快师徒， 以出神入
化的技艺复原、 建造木拱廊桥，
使这一几近失传的营造技艺得以
保存和传承； 《雕刻时光》 里将
雕版印刷和拱花技艺有机结合的
黄小建父子， 潜心钻研数十年，
让中国雕版印刷这门古老技艺走
进了工艺美术馆 、 走向了世界
……这些工匠们像水稻一样默默
无闻， 像微小的零件一样 “沉默
不语 ”， 却用自己的技艺坚守 ，
跨越时空的距离， 让我们看到大
国工匠的真切与鲜活。

岁月因劳动而充实， 奋斗让
人生自带光芒， 只要理解了劳动
的含义和精髓， 专注做事、 坚持
不懈， 无论从事何种工作， 都将
让人生绽放光芒， 开出灿烂的生
命之花。

20多年前， 我曾到桂西北一
个小乡村支教。 那个小乡村位于
桂西北腹地， 四面环山， 土地贫
瘠， 但蓝天白云下却有着人世间
最纯净的眼睛和最朴素的笑容。

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 我的
心中充满了忐忑， 不知道自己能
否适应这里的生活， 更不知道能
否肩负起这份重任———为这里的
孩子们带去知识的光明。

记得第一次走进教室时， 眼
前的一幕让我倍感心酸： 破旧的
桌椅、 布满灰尘的黑板、 还有孩
子们身上有些破旧的衣服……这
些景象我至今都无法忘怀。 而孩
子们的眼神既有好奇也有羞涩，
他们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向我打
招呼： “老师好。” 那一刻， 我
的心被深深触动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遇到了
各种各样的挑战。 首先是语言障
碍。 孩子们的方言让我这个外地
老师常常摸不着头脑， 而他们学
习普通话的艰难也不言自明。 就
是在我和孩子们连说带比划的交
流中， 我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感受
到语言的多样性与魅力。

除了语言， 更有教学方法上
的巨大差异。 这里的孩子对于我
的启发式教学显得无所适从。 记
得有次作文课上， 我让孩子们讨
论 “秋天是什么颜色” 这个问题
时， 教室里一片沉寂。 那一刻，

我感到了深深的无力与挫败。 但
我没有放弃， 尝试更多的方法，
用游戏、 用故事、 用一切可以激
发他们兴趣的方式， 渐渐， 孩子
们开口了， 有说秋天是红色的，
有说秋天是紫色的， 有说秋天是
金色的……听着孩子们的发言，
我的脸上也绽开了花。

在支教的日子里， 我也体会
到了人与人之间最纯粹的情感。
那天， 我因感染风寒而病倒。 消
息传开后， 村民们纷纷送来自家
的土鸡和草药， 孩子们更是在放
学后来帮我烧水 、 做饭 。 那一
刻， 我觉得自己是这世界上最幸
福的人。 在这片土地上， 我收获

的不仅仅是尊重和爱戴， 更有一
种被需要的快乐和满足。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我的支
教生活就要结束了。 我虽然离开
了那里， 但那里的蓝天、 花草树
木， 那里的孩子们， 都深深印在
了我心里。

如今， 那些孩子们已经长大
成人， 他们中有的可能已经走出
了大山， 去到了更远的地方， 有
的可能依然坚守那片朴实的土
地 ， 而我也继续着我的教育生
涯。 我知道， 我的生命中有一部
分永远留在了那片土地上， 那是
我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 是我永
远的回忆。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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