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 7 月 5 日

舜耕
文苑A5责编：唐楠 版式：刘静 校对：张传辉

本版投稿邮箱:hhzbzhfk@sina.com 请在来稿后附上：通讯地址以及本人银行卡相关信息（卡号、开户行）

铭言，字典里的解释是：针对个人情况用
以自省、自警、自律、自励的话，提醒自己好好
做人、处事、学习。

小陶师傅的“岗位铭言”非常简单、直白：
“用心干好每一件事！”

这句话是她用黑色碳素笔一笔一划写在
一块绿色木板上的，木板连着台历，端端正正
摆在她的工位上。她的手机屏保也是这句
话。

小陶师傅，五年前职校毕业，应聘到公
司，成为一名年轻的检修女工。

刚到车间报到的时候，班长见她长得文
弱秀气，担心她适应不了车间的环境和岗位
的艰苦，便说：“这个岗位不适合女孩子干，你
能吃得了这份苦吗？”她坚定地答道：“我能干
好！”

她说这话的底气来自于她在职校求学期
间优异的理论成绩和良好的实操能力。所
以，她对自己很有信心。

不过，检修车间的条件远比她想象中要
差：沉重的零部件、锋利的刀具、无处不在的
油污、“隆隆”作响的机器声……集脏、苦、累、
吵于一体。她给自己打气：“如果这么艰苦的
工作我都能耐得住、干得好，那还有什么事我
做不到呢？”

领导安排她先从车床工干起，并指派了
一名经验丰富的老专工作为她“导师带徒”的
师傅。

车床工工作量不小，尤其要注意精细度，
不能有丝毫偏差。刚开始，她加工一个工件
需要花很长时间，长时间站在工作台旁，弯腰
低头、双臂悬空，一个班下来浑身酸痛，累得
饭都不想吃，回到宿舍倒头就睡。渐渐地，她
的技术熟练了，工作起来也不觉得那么辛苦
了。她干工作虽然不怕吃苦，却有些骄傲自
大。有一次，运输班送去一卷旧皮带，让她修
补一下。她想修补皮带这么简单的活儿，让
她一个实操成绩几乎全是满分的人来做，简
直大材小用，便随意补了补，搁在一旁。结
果，运输班把补好的皮带拿回去使用时，皮带
断裂，碎片卡在了机器里，差点儿造成事故。
这件事给了她一个深刻教训，打那起，她便把

“用心干好每一件事”当成了“岗位铭言”。
每年六到九月份“迎峰度夏”保能源供应

都是矿上生产最忙的时期，检修车间也不例
外，最累人的时候就是给一线单位提供生产
应急用的加工件。有一次，要求在一天半的
时间内必须加工出来一批销子。小陶师傅接
到任务后就加班加点赶活儿，连饭都顾不上
吃，饿极了就往嘴里塞一块巧克力补充热
量。那批销子是用一种特殊材料制作的，特
别硬，很容易磨损刀片，刀片一损坏就得换
掉、重新安装，耽误时间。她心里反复念叨：

“不要急躁，心急吃不得热豆腐，哪怕多加几
个小时班，也要用心做好每一个。”在“岗位铭
言”的激励下，她保质保量地完成了紧急任
务，得到领导和师傅的称赞。

定期给设备上润滑油也是她的一项工
作，虽然这项工作简单、刻板、没有什么技术
含量，但她仍然用心对待，绝不马虎。

正是这样一句简单朴实的“岗位铭言”，
这样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让我相信小陶师
傅的职业生涯会越走越顺。

小陶师傅的“岗位铭言”
赵闻迪

老家的门口有两株开花的树，
每逢盛夏，碧绿的枝叶间便腾起粉
红的云霞，并弥散着甜甜的香味，拢
着荷锄劳作的农人，拢着返乡归家
的游子。每每闻见这花香，看见那
花儿，我心中便莫名地涌出一股暖
意，进而心生欢喜。

年少时，我常爱将落下的花儿
放在掌心把玩。簇簇柔长的花丝顶
着嫩黄的点状花粉，如古人撑开的
绒扇，透着或妩媚或淑雅的古典
美。端详完，我还会将花儿夹在书
页间，“绒扇”风干定型，香味隐隐还
在，花香与书香交融，引我展书苦
读，相伴日夜。

这花叫啥？当时未曾从书中识
得，只随乡亲们亲切地称之为“绒
花”，应是取“花开绒绒”之意。甚
好！一个“绒”字，质感、情态，乃至
气质、色彩全有了，透着喜欢。绒花
就这样一年一年开在故乡，开在我
的心上。

后来，我离开故乡，在小城工
作。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曾令我
心生孤寂，唯有用无尽的奔忙、打拼
将生活填满。一次加班结束，我疾
步迈进一家刀削面馆，点了一大碗
面犒劳自己。抹嘴，走出面馆，仰
面，深呼吸，竟闻到一股熟悉的花
香。对，是绒花香。就在面馆外的
街头，几株行道树就是绒花树。到
小城已半年有余，整日匆匆，从未细
细看过这些树，但在盛夏，我还是

“闻香”识得了久违的绒花树，和故
乡的那两株一模一样。昏黄的街灯
下，依稀辨得那团团粉红、枝枝葱
绿，不由得心中踏实下来。

此后，每个晨昏上下班，我会特
意绕路看看那几株绒花树，当然也
就成了那家面馆的常客。店主是位
山西人，经营十余年，端上桌的刀削
面量足、味美、价廉，且服务周到，口
碑甚好，来这里的顾客络绎不绝。
店主说：“来这儿开店时，就有这几
棵树，也是沾了这些树的光，不少人
寻香而来，赏花，顺带吃面。这些树
很有意思，早晨迎着阳光，花儿像扇
子一样打开，叶子也展开；晚上，花
叶又像含羞草一样合拢起来。我每
天和这些树一起，早上开张，晚上打
烊，一天忙忙碌碌，和来往顾客和和

气气，知足常乐！”绒花树自带着一
种熟悉的来自家乡的亲切感，让我
如逢故人般，顺利度过了在异乡最
初的那段孤独日子。

我翻阅书籍，查得“绒花”竟有
一个甚富诗意的学名——合欢。合
欢，这名字我更喜欢，透着一种生活
的真意与美好的期许。感谢合欢，
让我试着将异乡当成故乡，将异乡
人当成故乡人，慢慢地融入了小城，
与合欢花一样日出抖擞，日落休整，
工作打开了一片天地。慢慢地，我
认识了许多新朋友，与合欢花一样
温和待人，播撒馨香，珍惜与每个人
的同城之缘，因此，我不再孤单。后
来，我在这里成家了，真正地如街边
的合欢树一般在小城扎下了根。

当年与妻结婚之时，也是盛夏，
我们租住在城东一处小院的两间西
厢房，巧的是院中竟植有一株高大
的合欢树。树干粗壮，枝叶葳蕤，花
开馥郁，满院飘香，拢着这座小院，
拢着我俩。在树下，搭棚做饭，摆桌
吃饭，摇扇乘凉，静扫落花，捻花寻
趣，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房东说，
这株合欢树是他父亲当年栽下的，
几十年，根深叶茂。人虽已逝，却将
这树留给了后人。老人家是热爱合
欢花的人，也是谦恭和善之人。曾
因高大的合欢树影响了邻居采光，
忍痛修剪了枝条。邻里皆和睦自
在，合家欢喜。看着这合欢树，我更
懂珍惜这美好，和妻子恩爱有加，与
房东一家及其他邻居也培养了很深
的情谊。以至于我们离开那院十几
年后，依然常在合欢花开的时节，回
那里看看，与大家相聚，看看如今的
他们，想想当年的我们。

今年，我要离开小城，在外地工
作一年。一日，妻子在微信中说：

“街里的合欢花开了，放假时回来看
看吧！”妻子还拍了照片给我看，我
顿时心生欢喜。合欢花连着我的不
同人生阶段和经历，我喜欢它特有
的情怀，如喜欢属于我的那些美好
时光。我遥想着老家门口的、小城
街旁的、曾住的小院的合欢花皆已
开好，正等着与我相聚。一朵一朵
的合欢花纷纷扬扬落在我的心上，
绒绒的、粉粉的、甜甜的，诉说着烟
火生活里的美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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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最怕没喜事，一个家庭
也最怕没喜事。

过去，我家总是没喜事，而亲戚
家总有，盖新房、娶媳妇、嫁女儿、添
孙子……凡是此类事，皆可称为喜
事，他们都会邀请我家去吃喜酒，俗
称“做喜事”。我觉得“做喜事”这个
叫法特别恰当，喜事，做出来才有仪
式感，才热闹，才快乐，才能记忆深
刻。

可我家盖新房时，因为我父母
一则嫌麻烦，二则觉得没什么了不
起的，所以没有做喜事，让我和哥哥
妹妹们感到特别失望。

我们考上大学，留在城里工作，
按理说，也都是喜事，也应该庆祝一
番，但我父母还是没有做。他们可
能觉得这种喜事还不够大，不值得
一做，还能落得个清闲，省去操办的
麻烦。

现在轮到我当家了，跟父母不
同，我喜欢把很多小确幸、小成就的
事，看成喜事，然后和家人一起庆祝

一番。比如，孩子考试成绩比上回
进步了，我有一篇文章发表了，爱人
获得一个小奖了，父母每年体检没
大毛病……凡此种种，我都会将其
当作喜事，特意庆祝一番：出去吃一
顿，或在家里加几道好菜……不拘
形式地让一家人因此而喜气洋洋。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在
我看来，人一生中的大喜事，也就那
么几件，无外乎结婚、买房、生子、升
迁、致富等，而且大都是不可重复
的。因此如果把一些小成就、小进
步、小确幸不当回事，不当成喜事，
那么不但不会开心反而还会焦虑，
因为总想着去追逐“大喜事”。

知足常乐，常觉得有喜事，常怀
喜悦之心，才会感到快乐，才能让家
中充满欢乐积极的气氛，避免陷入
一些压抑和焦虑中。

其实，喜事，人人都可常有，就
看你愿不愿有了。如果你定的标准
较高，那就难有，如果标准一般，那
么就会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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