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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 座

低 碳 有 我

周 敏

家风如灯塔，滋养温暖着我们的心田，
导航着我们的人生。

我的父亲母亲：人勤则健

我的原生家庭是城乡二元结构，父亲来
自市区，热情、乐观、天生浪漫，善于社交，仿
佛认识老城所有的人，每天沉迷书海，每周
末组织家庭观影。母亲来自山村，读书不
多，却处处好强，工作生活不甘人后，业余爱
好种地、养猪、喂羊，以及几乎所有的家务。
这样的家庭组合经常处于一种强对流中，按
照现在的标准，两人是不是很不搭？

他们又有太多的相同点。两人至亲早
逝，作为大家庭中的长子长女，照顾多个弟
弟妹妹成家立业，任劳任怨。他们特别善
良，在那个时代，我家是乡里乡亲的“亲情驿
站”——看病的、生娃的、找工作的、去当兵
的……老爸老妈迎来送往，帮忙到底。同
时，他们都很勤劳，家庭观念重，工作爱钻
研，在单位有不错的口碑；对身边人总是热
心帮助，对弱者也是无限同情。记得20年

前，有一户人家失火，从来不乱用半分钱的
母亲，给素不相识的这家人送去了200元慰
问金。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每每有人评价
我的父亲母亲，总是由衷地说：“那两口子，
真是好人！”

我的公公婆婆：家俭则兴

我在婆家，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家文
化”。除和我父母同样的勤劳、善良外，公公
婆婆让我体验到另一种家风——开拓进取。

他们两人结婚后的第一个约定——“把
穷日子过好”。两个人白手起家，在老家猪
圈旁的偏屋开始新生活。公公头脑灵活，能
说会算，出门打工直到当上乡镇企业厂长。
婆婆在家养猪，配合公公最先发展柑橘，他
们不仅勤恳劳作，还经常开动脑筋开拓销
路，先人一步成为村里的第一批“万元户”。

他们的第二个约定——“自己吃了太多
苦，一定要两个孩子走出农门”。我的丈夫和
他弟弟，转户口、上学、买房、结婚、置换房屋，
公公婆婆总是慷慨解囊，两个儿子一个做了
公务员，一个当了小老板。后来婆婆病逝，公
公随子女到市区生活，还承包了停车场，经营

得有声有色。

我的小家：向上向善

我们的小家，不似父母般勤勉拼搏，却
有现实生活中的稳扎稳打。我们参加工作
在乡镇，通过一步步努力，调动到县城，然后
再调到市里，最后在省城安下家来。丈夫善
良温和，在单位和亲友中收获好人缘。我认
真工作，努力做女儿的榜样。

女儿自由成长，一路向上向善，对社会
对生活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小学兴趣班收
效甚微，我们索性带她游走四方；16岁即开
通银行账户，自己当好理财管家。读书、旅
行、留学、就业，女儿的青春之路居然一路绿
灯。我们早已将家风内化为女儿潜意识里
的习惯——“三观”比“五官”重要，有趣的人
不会挥金如土，而要有社会责任感……

家风是什么？曾国藩的十六字家训“家
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可
以作为我们家几代人的贴切写照。我们在
平淡的生活中发掘美好，努力将平凡的日子
过得五光十色。

（作者来自共享公司）

人勤家俭幸福长

刘江涛

父亲 36 岁那年，遭遇了一场严重车
祸。虽抢救及时，捡回一条命，却留下了跛
脚的后遗症。

为了给父亲治病，家里花光了所有的
积蓄，可我们哥俩上学要花钱，田里投入也
需要钱。就在日子捉襟见肘之时，乡福利
冷藏厂伸来橄榄枝，给父亲了一个工作机
会。

一天晚上，父亲下班回家路上，捡了一
个大钱包，零零散散加起来近200元。“爹，
咱都穷成这样，不抢不偷，又没个主儿，天上

掉大饼呀。”看到这么多钱，我不禁嘟囔起
来。

“这钱是喜人，要是比我们更困难的人
家丢的，咋办？”父亲母亲为找失主急成热锅
上的蚂蚁。

“乡亲们，下面说个事。今儿夜里，在乡
冷藏厂南北大路，有个温州客商掉了一个钱
包，黑色的，书包大小，有拾到的，赶紧联系
乡广播站。”

“听，找上门来了，真有人掉了。”母亲
说。

“娘，捡的要交公。可夜里，谁见着了？
管他呢。”我和弟一把抢过包，不想让父亲还

回去。可母亲不由分说，一个箭步夺了去，
随后，和父亲一起，推着自行车，赶往乡广播
站。

那些年，父亲一瘸一拐，每天赶十几公
里的路，到冷藏厂上班，养活一家老小。母
亲则要挑起家里和田里的重担，40岁还不
到，人累得又黑又瘦，看上去格外显老。好
不容易捡来的200块钱许是一家人几个月
的口粮，可母亲却说，那是我们一家做人的
底线。

人字这一撇一捺，写起来简单，做起来
却有着沉甸甸的分量。

（作者来自西北油田）

一撇一捺见精神

从“苏工”
到“苏小工”

李 群

苏小工大名苏中亚，现如今在石工建中原
设计公司管道设计所工作。

掰着手指头往前数三个月，那时候苏小工
还在学校里读研。实验室里的师弟师妹们见
了，谁不得尊敬地喊一声“苏师兄”。可是人能
读一辈子书，却不能上一辈子学，到了一定年
纪，就得去工作。

来公司报道的第一天，听所里的前辈介绍
完平时工作的主要内容，苏小工心里直犯嘀咕:

“这不就是在学校里做过的储运设计大赛的那
一套东西吗，有什么值得称难的？”又听前辈说，
身为设计人员需要掌握Auto CAD和 Pipe-
line Studio 两款软件。心里盘算，自己5年前
就使用过 Auto CAD，两年前也用 Pipeline
Studio算过一个案例，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啊！

“以后工作起来岂非势如破竹，一骑绝尘？”念头
到此，苏小工不禁更加得意洋洋了。

第二天一上班，苏小工先准备了一张白
纸，在上面齐齐整整地写了“苏工”两个大字，
然后端端正正地贴在了工位最显眼的位置。
他上下左右打量一番，十分满意，于是拿起一
本设计规范，心不在焉地看了起来。

因为是新人刚入职，还没被安排什么具体
的事务。苏小工正兀自看得两眼发昏，忽听耳
边有人喊他“小苏”，扭头看去，原来是管道所
的一位前辈。“小苏，你会用Pipeline Studio
对吗？我这边有一个项目，想让你帮我核算一
下，可以吗？”听前辈说着，苏小工忙站起来，连
声说好，开心地拷贝来相关数据，准备撸起袖
子，显一显本领。

可是，天底下的事“想”跟“做”之间竟差着
十万八千里。苏小工打开软件，一下子傻了
眼，右手晃着鼠标，竟然不知道先干什么后干
什么，从前辈那里拷贝来的数据也不知道具体
该怎么使用。左瞧右瞧，上看下看，越瞧越觉
得没头没脑。那情景好比贾宝玉见了林妹妹，
只敢说一句“这个妹妹我见过”，至于其他，一
概不知。没奈何，苏小工只好一边翻书，一边
向前辈请教，一切几乎是从零开始，重新学起
了这个软件。到最后，勉勉强强算是成功核算
了一遍。

把结果告知前辈后，苏小工盯着写有“苏
工”的那张纸，越看越觉得脸上发热发烫。自
己当初不知深浅，结果反倒耽搁了前辈许多时
间。前辈有为他答疑解惑的工夫，自个儿恐怕
早就核算好几回了。

盯着那张纸看了好一会儿，苏小工突然站
起来，找来一支笔，添了个“小”字。这下，“苏
工”变成了“苏小工”。莫小瞧这一字之差，里
面的学问可大着呢。这也是苏小工入职以来
学会的顶重要的一个道理：万事可千万不要自
满自大，人既要正确地知晓自己的能力，又要
不断地虚心学习。如此，方不至误己误人。

（作者来自石油工程建设公司）

谢 江 胡洁君

“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这
句话常被人们用来形容人生境界的转换，可在
江汉油田水电分公司涪陵水电信大队供电班的
员工看来，这恰好就是他们与大山的相处模式。

涪陵水电信大队驻扎在重庆涪陵焦石镇
复兴村，村庄四面环山，呈锅底形，周边山高林
茂，峰峦叠起，连当地人都望而生畏。可为了
保障供电设备安全，供电班的员工翻过无数山
头，巡遍涪陵工区260公里高压电力线路及近
200座采气平台、集气站的电气设备，完成了
一个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乐观的员工
把每天翻山越岭完成工作笑称为“看山”。

习惯了平原的一望无垠，突然与大山为
伴，与群峰为伍，心理和身体都要经历几番起
伏。

初到涪陵，远山叠翠，满眼青绿，几处新盖
的小楼红砖碧瓦掩映在绿水青山间，花椒、玉
米等农作物齐整地陇在房前屋后，鸡犬相闻
中，天然氧吧的清新空气扑面而来。分赴远山
巡视、维护高压线路的路上，偶尔还会途经乌
江画廊，看着车窗外飘过的秀丽景色，“在锦绣
山河中为国争‘气’”的豪情壮志油然而生。

再识大山，便知“蜀道难”。俗话说，望山
跑死马。200多公里的高压线架在山上，想翻

越大山巡线，大山就摆出另一副面孔——欺
生，似乎专与供电人作对。崎岖的山路，茂密
的树林，任恁是导航还是GPS定位，都不能给
你指一条“明路”，想精准抵达目的地很难。

有时，导航信息显示目的地就在你所处位
置的上方或下方，但就是没有路可以通行，员
工们只好手脚并用地在陡峭处、山石间攀爬外
加蹦蹦跳跳。在布满荆棘、藤蔓的山林中，供
电人像骁勇的战士，一路挥舞砍刀。只有回到
驻地洗澡时，才能发现被树枝剐破的伤口和扎
在身上的荆刺……

山里气候无常。有一次，暴雨过后，一根
碗口粗的树枝被风刮断，挂在了 10千伏宏中
线上。“得赶紧把树枝清除，否则会影响附近十
来口高产井的生产！”这是供电工人的职业本
能，但望着高高的悬崖，大家又不知道从哪里
下脚。

“让我试试吧！”电力操巡工张万民自告奋
勇前往除障现场。腰间系紧安全绳，其他几个
人拉着绳索把他一点一点往下放，悬在半空的
张万民像风筝一样随风摆动，看得人着实替他
捏了一把冷汗。靠近树障后，张万民尽力尝试
找依托、寻平衡点，奋力将树枝砍成几段后，从
高压线上清理掉。被队友拉回平地时，他已是
全身瘫软，躺在地上半天坐不起来。

“气田建设初期，大家刚来不熟悉大山，在

林中迷路是常事。茂密的树林没有参照物，明
明都在同一片林子里，就是不知道同伴在哪
儿。”

说起这些事，张万民黝黑的脸上露出笑
意：“可我们偏不信这个邪！每天背着干粮，早
出晚归往山上跑，沿途做记号，拍照片带回来
晚上一起研究。想办法规避一些危险地带，统
筹出巡的合理路线。很快，巡线工作就进入有
序状态。”

在一拨又一拨供电人的完善下，巡线的路
越来越好走，故障处理能力也越来越强。无论
是武陵山中夜间抢修，还是雷暴天气后特巡，
山中的沟沟坎坎早已化作一份电子地图，拷贝
在每个人的脑子里。

大家与大山为友，与花草为伴，终日穿行
于山间，用智慧和汗水打造了一条绿色电力通
道，保障了涪陵页岩气田的安全平稳供电，也
将“协力、奉献、务实、创优”的水电精神写在了
武陵山深处。

闲暇时，山青等烟云，袅袅炊烟起。多雨的
涪陵，薄雾常绕山间。拍一张与大山的合影，发
给远方的家人报个平安。山上乐谱般的高压电
线静立于云端，页岩气在山里喷涌欲出。

背上沉甸甸的运维工具，出发！山还是那
座山，温热，刚刚好。

（作者来自江汉油田）

轮下风景
心中天地

李新望

30多年来，我一直都在钻井队工作。长时
间远离家和亲人，加上连续高强度的工作节奏，
让我身心时常感到疲惫不堪。倒休在家的日
子里，这种疲惫会惯性地拖拽着我的惰性，人昏
沉沉的。每当这时，我会选择出门骑行一段。

自从接触骑行以来，我就深深地爱上了这
项运动。它让我在忙碌的生活中寻找到片刻
宁静，并且不断地带我探索未知世界。作为一
种有氧运动，骑行在我的生活中扮演了十分重
要的角色。它不仅让我身体更加强健，还为心
灵打开了一扇通往自由和宁静的大门。

河南省濮阳市至清丰县的路上，有三条自
行车道令我心驰神往。车道两旁整齐排列的行
道树，仿佛守护着一条通向自然深处的秘密之
路。路边则是蜿蜒流淌的马颊河和生机勃勃的
湿地，这一切都为骑行之旅增添了许多情趣。

但骑行的魅力远不止于此。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骑行并不受地点

限制。无论是前往近处的毛楼景区、郑板桥纪
念馆，还是稍远一些的目的地，比如需要两天
才能到达的梁山泊好汉聚义之地，以及鹤壁盘
旋而上的山路，每一段旅程都能带给我全新的
体验与感悟。

骑行也不必拘泥于特定的时间安排。起
初，每周六是固定的骑行日。现在，只要天气
适宜、心情愉悦，任何时刻都可以出发——无
论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落大地之时，还是夜幕降
临华灯初上之际。这样灵活多变的安排让我
更加珍惜每一次与自然亲密接触的机会。

随着经验积累，我开始尝试不同形式的骑
行组合：跟随团队一起，探索新路线、享受美食
与欢笑；与爱人相伴或是独自一人踏上旅途。
无论何种方式，都能让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放
松与自在。

于我而言，骑行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健身锻
炼范畴，它更是一个发现美好的过程，是一种
释放自我、追寻内心渴望的方式。骑行让我体
会到生活中简单又纯粹的快乐。

（作者来自中原石油工程）

不要为打翻的
牛奶哭泣

阮楚滢

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这是一句古
老的英国谚语，是要告诉人们不要为已经
发生的事情忧虑或悲伤。

生活不经意间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它们或许微不足道，却足以让我们心情低
落，甚至陷入无尽的懊悔之中。就像我前
天终于买到了心心念念的酸奶，却在即将
品尝的那一刻，不小心将它打翻在地。那
一刻，我的心仿佛也跟着那瓶酸奶一起摔
碎，不停地抱怨自己的粗心大意。原本计
划约朋友一同漫步公园，享受秋日的凉爽
与宁静，也因心情的阴霾打消了念头。

然而，当逐渐从消极的情绪中挣脱出
来时，我意识到，这不过是一件微不足道的
小事。酸奶被打翻，仅仅意味着我损失了
一点金钱和一次短暂的味觉享受，生活的
大局并不会因此受到丝毫影响。可在我继
续沉溺于懊悔和自责之中时，我却错过了
更多值得珍惜的美好瞬间，失去了与友人
共度欢乐时光的机会。为这样一件无法挽
回的小事而持续付出情绪代价，无疑是得
不偿失的。

生活中总会有许多不如意的事情发
生，如精心准备的晚餐可能因缺少某个食材
而大打折扣，交通拥堵可能让我们错过日落
的绝美瞬间，辛苦编写的文档也可能因电脑
的突然卡顿而付诸东流。这些看似微不足
道的小事，却往往能扰乱我们的心神。

虽然无法改变过去，却可以选择如何
面对未来。与其为打翻的牛奶哭泣，不如
坦然接受现实，重新购买一瓶便是；落日赶
不上，那就期待下一个夕阳；文档丢失了，
就多花些时间重新编写；同样的晚餐，下次
备齐食材再做便是。

所以，不要为打翻的牛奶而哭泣。保
持一颗积极向上的心，以乐观的态度面对
生活中的每一次挫折和挑战。遭遇不如意
时，学会冷静分析原因，寻找解决之道，在
不断的总结与反思中，不断前行、成长。学
会放下过去的遗憾和懊悔，用一颗豁达的
心去迎接每一次新的日出。

“抠门儿”的老杨
高玲敏 杨婉雪

前不久，我们几人来到贵州铜仁石油老苏
屯加能站开展日常巡站活动。

“站长室没人的时候一定要关灯，是谁又给
忘了？”刚进站，一个低沉沙哑的声音传来，不用
问就知道是人送外号“铁公鸡”的站长杨松成。

“太不节约了……”紧接着，他又低头专心看着
手中的资料。

今年47岁的老杨是老苏屯加能站的站长。
老杨2003年进入老苏屯站当加油员，2014年成
为站长。在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乡村站，
老杨一直干到现在。

老苏屯站是临省站点，过境车辆较多，加上
站前就是国道，进站加油的车辆非常多。每到
忙的时候，老杨索性就住在站里，拿起油枪干个
不停。

深夜，老杨的眼皮开始打架，可油罐车到
了，刚想休息的老杨穿上工鞋往卸油区跑。卸
完油，已经深夜两点。

老杨仿佛想起了什么，走到站内巡查夜间
服务情况，时而又在电脑前捣鼓个不停。员工
见状说：“杨站长，赶紧回去休息吧，身体吃得消
吗？”

老杨却说：“事情没做完，我哪能睡得着呢，
还有个表没填完呢。”

大家都说老杨抠门儿，没想到对自己的时
间也这么吝啬，总是把工作安排得满满当当。

为了落实节能降耗，他继续发扬“抠门儿”
精神。洗脸的水要用桶收集起来，用来洗拖把，
热水器不用的时候要把插座拔掉。看见空调长
时间开启，他又像唐僧一样絮絮叨叨。

节能降耗实现了，但最重要的还是增效。
这个“效”要从市场上来。在开发维护客户这一
块，老杨有自己的“土方”。

加能站设立了司机之家，经常会有大货车
师傅在这里吃饭、洗漱、休息。没事的时候老杨
就与他们聊天，不知不觉中留了很多客户的联
系方式。客户多了，老杨就建了群，时常在群里
发送油站营销活动，也时不时打电话关心客户
的用油需求。渐渐地，彼此间建立了信任，客户
有疑问都会第一时间咨询老杨。

在老杨的带领下，加能站节能降耗、挖潜增
效的工作都得到了有效落实。10月份，老苏屯
加能站成品油、柴油机出总量两项指标增幅均
排名省公司第一。加能站站先后被评为“先进
加油站”“服务明星加能站”，还获得了爱跑节突
出贡献奖。大家纷纷向老杨取经，老杨说：“成
绩是干出来的，就像下田插秧一样。我不去想
这块田的面积有多大，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插满，
而是埋头一根一根地插秧苗。突然有一天，我
抬头一看，发现居然已经插完了。”

巡站结束了，我们上车正准备关车门，老杨的
声音再次传来：“是谁又把A4纸扔垃圾桶了，这不
是还有空白的地方吗，可以用来当作草稿纸啊。”

真是个“抠门儿”的老杨。
（作者来自贵州石油）

看 山
乐观的供电班员工把每天为完成工作而翻山越岭笑称为“看山”。

奋斗ing

情暖冬日

在寒冷的冬日，
一股暖流正悄然涌入
甘肃东乡三塬学校。
日前，仪征化纤公司
在结对帮扶对象——
甘肃东乡三塬学校举
行“情暖冬日 衣暖人
心”仪征化纤棉衣捐
赠仪式，为学校的 141
名学生送去了温暖与
关爱。

刘玉福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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