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滨州 C05
2013年3月5日 星期二 编辑：燕晓光 美编/组版：崔承娟

2011年春季，我的老伴
患胃癌去世了。我在孤独寂
寞中感受着思念之苦。我想
了很多，她一生勤劳节俭、爱
卫生、待人和气热情、能吃
苦。失去她让我晚年深感遗
憾和愧疚。

这种病大多是后期疼
痛难忍，可她从来不说疼，
也不说难受。夜间，她自己
起来扫地、投炉子，在屋内
漫步，以此来消减疾病的痛
苦，从不叨絮别人。实在忍
受 不 住 了 ，才 叫 人 按 摩 按
摩，擦点止疼的药水(一种拔
罐擦剂)或吃点止疼的药片。
但即使这样，她仍然不肯让
别人为她买好一点的食品
或营养品，大家只好偷偷地
给她买。她一生善于宽容别
人，而且始终保持着节俭卫
生的习惯，走的时候也很从
容安详。

我很后悔没能尽早尽多

地给她买些好吃的食品和营
养品(实在没有想到病情恶
化得如此快)，后悔夜间她痛
苦地起床时没能陪伴在她身
边给她些安慰，更后悔几十
年的夫妻生活给她的尊让太
少……拥有的时候不觉得珍
贵、不懂得珍惜，一旦失去的
时候才觉得心疼。

妻子撒手而去，把生活
中的困难留给了我：洗衣做
饭、刷锅洗碗、缝缝补补，这
些活我都不会，这些困难加
思念之苦几乎将我压倒。这
个铭心的疼痛让我懂得了珍
惜亲情、知足感恩，也懂了关
爱他人、尊重他人就是关爱
自己尊重自己。

我的后悔太晚了，不知
能不能对以后的人们起点
提醒的作用，希望不要犯我
所 犯 的 错 误 ，免 得 后 悔 莫
及。今后对女性多加关爱、
多加体贴，尤其是对自己的

妻子。她们为了这个家，任
劳任怨、生儿育女却忠心耿
耿，很是不易。

在此，我想向妻子说一
声对不起，请原谅。相信有
那么一天，我们可以在那个

永远的家里相互扶持、相亲
相爱。

作者：方吾 (笔名)，博兴
县乔庄镇常家村村民。

记者 于荣花 整理
(原文有删减)

我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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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秀我的手工品
家住黄河一路高杜

居委会85岁的居民张秀
兰正在向记者展示她的
手工制作品——— 小鱼。
年事已高的老人生活非
常简单，手工制作成为
她生活中的一大乐事。
虽然有时为了完成一个
小制作，还需要老伴的
协助，但张秀兰老人乐
此不疲。

(记者 于荣花)

帮 问
市民张先生：

我通过保险中介公司
入了个国泰保险，我看见
合同上写的是如果人身出
事故后评定为一级残疾能
得到最高赔偿36万，但是
现在事故出了，他们却说
只能按照每个月工资的最
高标准，我想咨询一下律

师。
“小鱼儿”社区山东纵横家
律师事务所刘树亮：

一般保险单上都有处
理争议的办法，这种办法
一般是通过仲裁委员提起
仲裁处理，如果没有，则可
以通过法律提起诉讼。

(记者 王泽云 整理)

村民常振兴给记者寄来的老伴生前和自己的合影。
本报记者 于荣花 翻拍

华美幼儿园门卫董玉生、张振铃、卜凡功、刘恩科 >>

早来半小时，晚退半小时
成了他们不成文的约定
文//片 本报记者 刘涛

本报 3 月 4 日讯 (记者
刘涛 ) 滨州市里则街

道办事处夏家村村民夏方
和，今年已71岁，他原是一
名小学教师，退休后干起
了门卫。要说他记忆中最
美好的时光，夏先生告诉
记者，童年时上学的那段
日子令他最难忘，至今他
还保存着贴在小学毕业证
上的照片。

1957年，夏先生15岁，
上完小二年级，据他介绍，
上世纪五十年代，学校分
为四个学段分别是小学、
完小、初中和高中，而完小
二年级就相当于现在的小
学六年级。

夏先生说起当年上完
小的经历，脸上掩饰不住喜
悦的心情。他向记者拿出一
张黑白色的老照片，照片上
的他还很稚嫩，夏先生说，
这是他完小毕业时，贴在毕
业证上的照片，照片上的他
脖子上系着红领巾，梳着分
头，年幼的脸上充满了坚
毅，记者发现在照片的右下
方还有红色公章的印记。

夏先生告诉记者，他完
小毕业时，一共照了三张照
片，一张交给学校存档，一
张贴在毕业证上，还有一张
是升初中时贴在准考证上
的。据他介绍，当时学生家
里都挺穷，连照片都舍不得
洗，临近毕业时，同学之间
互赠照片想留作纪念，只能
跑到照相馆去买便宜的相
纸。他们买了相纸后，将照
片底片放在纸上，再用剪刀
剪下一块与底片大小相同
的相纸片，将纸片与底片粘
一起放到太阳底下晒一会
儿，最后再将其放入水中，
拿出来后，纸上就有自己的
照片影像了。

小学毕业证上的照片

承载着满满的记忆

夏先生的小学照片。
记者 刘涛 翻拍

董玉
生 、张 振
铃 、卜 凡
功、刘恩科
不 仅是华
美 幼儿园
的 四位门

卫，在日常工作中，他们也义
务担起了同处一院的原二小
宿舍的保卫和保洁工作。虽然
他们平均年龄已超过62岁，但
干起活来一点也不输小青年。
无论谁值班，他们都是早来半
小时，晚退半小时，这已经成
了他们不成文的约定。他们
说，没有人强制他们干这些工
作，都是自愿的，这么多年来，
他们一直坚持，不图有多大回
报，只要居民能说一句好，他
们就知足了。

门卫工作并不是人们想象
得那样轻松，四位门卫师傅也曾
遇到过困难，闹过情绪，传达室
班长董玉生就深有体会。董玉生
是安徽阜阳市人，2011年跟随儿
子来到滨州，也是这一年，他干
起了门卫工作。

董师傅告诉记者，他一开始非

常不适应这一工作，曾有过放弃的
念头。他说，干门卫最大难度就是
居民的不理解，换句话说就是对门
卫这一行业的轻视、看不起，这也
是让他最为头痛的一点。

作为幼儿园的门卫，董师傅
他们平时主要的工作是在上学、
放学期间，负责维持好门口的车

辆秩序，这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工
作 中 最 具 有 挑 战 性 的 部 分 。有
时，门口车辆太拥挤，他们对车
主好言相劝，却遭来一顿反讽，
不禁令他们寒心。

据董师傅介绍，干门卫两年
来，他的同事换了一拨又一拨，
有的干一周就走人，长的最多也

就干一两个月。现在的门卫中，
除了他之外，张师傅和卜师傅是
在这里干得最长的，而后来的刘
师傅也已干了四个多月。他们彼
此扶持，共进退，在长期的工作
中也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的经验，
使他们不仅赢得领导信任，还得
到小区居民的褒奖。

>> 一开始工作并不顺利，也曾有过情绪

董师傅他们每天早上 6点上
班，下午6点下班。12个小时的工
作时间对 6 0 多岁的老人来说算
是超负荷，但他们不仅不喊累，
还额外的为自己加时间。董师傅
告 诉 记 者 ，他 们 一 次 值 班 两 个
人，四个人轮流倒班，但无论谁
值班，都是早来半小时，晚退半
小时，这已经成了他们一个不成

文的约定；幼儿园放学期间，四
个人必须都要到场，负责维持现
场秩序。“没有人规定我们必须
这样做，全是自愿的，现在都已
成了习惯。”刘师傅说。

其实，董师傅四人仅是华美幼
儿园的门卫，但由于幼儿园和原二
小宿舍同处一院，他们就没分得那
么清，义务担起了小区的保卫工

作。平时除了干好门卫工作，他们
四人还义务打扫院里的卫生，冲刷
公厕。

一年中，他们最害怕秋天和冬
天，秋天落叶多，冬天雨雪频，每当
这时候，为了小区居民出行方便，
孩子上学安全，他们天不亮就要聚
在一起，扫雪、扫落叶。有一次晚上
下雪，他们第二天凌晨四点半就开

始在院里打扫，扫了约两个小时才
扫完。“他那次就累病了。”董师傅
指着身旁的刘师傅说。

冲刷公厕是他们四人每天必
做之事，一人一礼拜，轮着干。董师
傅告诉记者，厕所虽小，但认真干
起来却一点也不轻松，每次打扫都
要清理一个多小时，但时间长了也
就习惯了。

>> 义务担起了小区的保卫和保洁工作

说起干工作，董师傅四人没的
说。白天，他们在外值班，无论风吹
雨打都是如此；晚上10点后，他们
就要在院里巡逻，每二十分钟一
次。就这样，他们用行动赢得了尊
重，也赢得了领导和居民的信任。

两年多的门卫工作，董师傅四

人也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的工作方
法。就拿小区居民停车来说，有时
居民不小心会将车错停在学校的
消防通道上，这时，他们并没有立
即通知车主将车开走，而是将车的
前面放上警示锥以作提醒，后来这
位车主就再也没有将车停在那里。

幼儿园的游乐设施，难免会引
来一些小区孩子前来玩耍，董师傅
四人所做的并不是训斥孩子赶走
他们，而是找到孩子们的爷爷奶奶
进行劝说，别说这一招还真管用，
现在很少看到有小区孩子在那里
玩耍了。到了过年过节，董师傅四

人还到一些居民家里拜年，日子久
了便成了朋友，居民对他们的工作
也更加理解。

两年下来，董师傅四人和小区
居民成了朋友，居民的一声大爷，
孩子们的一声爷爷，也成了他们心
中最大的满足。

>> 都说门卫不好当，他们却自有一套

董董师师傅傅四四人人正正在在执执勤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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