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人骑电动车遇险，他们仨果断伸援手

三代电力人

作者：田宇

修试管理二处

看到这个征文主题，脑子里涌出好

多故事，成长生活在电力家庭的我，见

过了太多太多的电力人的故事。 他们

坚守自己的岗位数十年如一日， 把自

己的工作做到极致； 他们一代一代传

承着电力人的精神， 那种坚韧不拔持

之以恒的态度，感染着那时懵懂的我。

曾经满满的惊讶和不解， 如今早已变

成钦佩和敬重， 已无法用简单的语言

表达。

我的爷爷曾是一名输电工人。 虽

然我出生到懂事之后，爷爷已经退休，

可他敬业的工作的精神， 却还是身边

人的榜样。 爷爷辈的输电人，每月巡线

都是靠步行，在农村有固定的吃住点，

生活和卫生条件都很差。 后来爷爷从

事输电安监工作， 大部分现场的安全

管理就是靠人盯人战术， 无论设备还

是管理手段都比较单一落后……现在

我的三叔也成为一名输电管理人员，

正在进行无人机巡检技术的实施应

用， 巡检管理手段的发展真是不可同

日而语。

那时每每跟着爷爷走在街上总会

听到有人叫“田师傅”，问问近况，聊聊

工作。 爷爷也总是热心的把自己的经

验传授给这些“年轻人”，也总是会拍

拍他们的肩膀，眼里满是鼓励的说“加

油好好干，注意安全”。“安全”这个词

可能是我从小到大听得频率最多的一

个词。 不论是父母去工作前，还是出差

前，还是我去上学 ，总会说注意安全。

以前总觉得这只是一个提醒， 一个警

示语，现在成为电力员工的我，才真正

明白“注意安全” 包含了多少来自同

事、家人和长辈们对我们的爱。

时间总是过的很快， 我在一天天

长大，父母在一天天变老。 曾经意气风

发的父亲，经常在电力计量工作现场。

三天两头不着家的父亲， 现在看着头

发胡子也有些花白了。 每次和老爸走

在路上，也会有碰到一些年轻人，喊他

一声“田师傅”。 曾经还是个年轻人的

父亲，现在也是个老师傅了，他也会像

爷爷以前那样，和这些年轻人聊聊天，

告诉他们注意安全。 我上了班，父亲也

总是教育我，要谦虚好学，要多向师傅

们请教，不要怕吃苦。

相比于父亲对我的宠， 母亲作为

曾经的继电保护专业人员， 在家对我

更多的是严格。 小时候总希望听到妈

妈说“我明后天要下工地，你去奶奶家

住”，期盼能多在奶奶家自由玩耍。 现

在我才懂“下工地 ”的责任和辛苦 ，而

妈妈，总是在下工地。 各个变电站她都

清楚它们的接线、设备原理、电送哪里

……可她就是记不住这学期我学了几

门功课。 有好多个深夜和节假日，妈妈

电话那头是某某变电站需要抢修的通

知。 那时的我脑海中电力人的形象总

是没有固定时间， 需要抢修就连夜工

作，不分白天黑夜；而后来我又发现电

力人也总是守时的， 一分一秒都不会

迟到，操作时一分一秒都记得很牢。 随

着几十年电网的发展， 妈妈辈的继电

保护人员所调试的电磁型保护早已被

更为先进的微机型保护所代替， 笨重

繁琐的调试设备也已被精巧的调试台

所代替……小时候觉得妈妈对我的要

求好严格，陪伴我的时间好少。 长大后

才逐渐明白，曾经年轻漂亮帅气的“保

护班的妈妈阿姨叔叔们”，简直就是一

种超级品牌， 让我们这些有个“保护

班”妈妈的孩子们或许缺失了陪伴，却

收获了责任心和追求完美的品牌精

神。

现在， 我有幸成为超高压供电局

的一名新员工， 赶上了时代发展的好

机遇， 有很多舞台和机会让我们展示

自己的风采。 前几天母亲还笑着和我

说， 你这工作的电压等级比我们高多

了，你们以后肯定要比我们强啊。 这句

笑言中却是包含着对我的殷殷期望。

改革开放四十年， 虽然我没有经

历其全部，我们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

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但是我家唯一

不变的是吃苦耐劳、 孝老爱幼的精神

和家风，到我这里还会持之以恒，继续

发扬光大！

“南郊”的变化

作者：刘鹏

技术支援办公室

平凡的岁月，平凡的我们就这样一

转眼改革开放已经 40 年了。 像我们这

样年龄的人， 没有经过这 40 年全部的

历程，但也走过十之七八。 回头看看这

40 年，一个词———“翻天覆地 ”绝不为

过。 从有记忆开始我就住在呼市南面，

当时那里的地名叫做“南郊”。

之所以叫南郊， 就是因为它的地

理位置，小时候探知能力小，就记得家

门口有一个大水坑， 小朋友们都愿意

在里面玩，有水就有无限的乐趣。 放风

筝，摸鱼，放小船 ，院子里的小朋友每

天都会穿过小区门口的公路， 看着两

旁一个人都抱不住的杨树蹦蹦跳跳的

到“大水坑”里玩。 那时候我的世界仿

佛只有学校、家和这个大水坑。

还记得 12 岁那年，家里妈妈买了

新自行车。 院里的小朋友们家里也好

像说好一样也都陆陆续续的买上了新

的自行车，街上也多了很多自行车。 自

行车无形中增加了乐趣， 也提升了我

的探知范围。 我的世界不再是原来的

那个小圈子了，我可以到周围看看。 还记

得第一回偷偷骑车出去， 到离家几百米

的地方“探险”，在回来的路上还摔了一

跤。 沿着路坑坑洼洼的向东走，周围都是

小平房，高高的杨树和稀疏人群，还有偶

尔出现的公交骑车。 哇！ 世界其实还是蛮

大的！ 12 岁的我这样想着满心欢喜的骑

着自行车。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家附近的环境

也发生着变化。 原来前面的公路翻修了

四五遍， 从原来两车道坑坑洼洼到现在

四车道，路面光光亮亮、公共自行车，路

灯、人行道。 原来的“大水坑”也成了现在

的南郊水上公园。 周围的田地也不在了，

转身变成一座座高高的住宅楼， 一个个

大型的农贸市场。 随着二环路的建成，二

环快速路的通车，家门口地铁的修建。 原

来称作“南郊”的小郊区，在这短短的 30

年里摇身一变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市中

心。

改革开放 40 年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我们都深有体会， 它一点一点的改变着

环境，改变着你我，让我们沐浴在共产党

的光辉下幸福的成长， 让我们的生活越

来越好。

家乡的变化

作者：边浩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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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荏苒， 转眼改革开放已经有 40

个年头了。 这期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

的变化，我家也发生了焕然一新的改变，

从以前的平房，到现在的楼房，交通工具

也由自行车，摩托车到现在的小汽车。 原

来的黑白电视机也换成了现在的高清彩

色电视机。 我是幸运的一代，生长在和平

年代， 从小在父母的关爱下无忧无虑长

大，没有经历过战争，没有经历过文革，

更不知道饥饿是什么感觉。

90 年代初， 我出生于呼和浩特市的

一个普通家庭里， 从小享受国家九年义

务教育，小学六年制教育、初中三年制教

育的实验人。 我来讲讲从我记事起发生

的变化，我家门前原本叫做三道巷，道路

都是凹凸不平的泥路， 房屋也是破旧不

堪的低矮平房……但是， 几年后周边的

房屋都改建了， 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

起， 三道巷从此不见了……门前的道路

变了， 原来连自行车都不容易进去的泥

路，经过政府出资的修建，现在变成了一

条条宽广、平坦的柏油道路，能容下几辆

汽车并排而行的宽阔道路。 道路两旁种

着花草树木，翠绿芳香。

这就是我记事以来，我家近 20 年来

变迁， 这正好是改革开放 40 年的时期，

我深切体会到，没有国家的好政策，没有

逐年增长的工资福利， 我的家乡怎能经

历如此巨大的改变呢，我由衷地感谢党、

感谢政府， 一心为了百姓的福祉而殚精

竭虑，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

标”！ 我要把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之情化为

努力干好工作的强劲动力， 为实现第一

个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我家的变化

作者：田慧勇

技术支援办公室

家这个简单的字传承了一代又一代

人对美好生活的愿望， 是每一个人梦回

萦绕的地方， 对家的依恋让我到不了远

方。

我于 1972 年出生， 可以说正好赶上

了改革开放的春风，在家排行老三，没有

经历过苦难， 通过父母我才了解到过去

的艰苦生活，吃不饱 、穿不暖 ，我很难想

象到过去我的父母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现在还清晰的记得农村老家，住

房是泥砖 、 木头混合结构的小瓦房 ，这

还是奶奶给流传下来的，在当时算是比

较好的，大多数家庭都还是土坯墙的窑

洞 ，杂树枝做篱笆围起的院子。 每天早

上母亲早早地准备好吃食 ，随着生产队

的钟声 ， 起早贪黑忙着田里农活记工

分，当时没有机械化种田，农民用铁锹

一锹一锹把农田翻两遍 ，过去人吃苦耐

劳的精神令现在的年轻人望其项背。 每

天的主食大多是玉米面做的稀饭和窝

窝头 ，碴嗓子并且总是吃不饱 ，逢年过

节吃一顿小麦面做的饼 ， 还带着麸皮 ，

有时粮食不够吃的时候还会用高粱面

填几天肚子。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媳妇儿提倡偶

尔吃点粗粮，甚至还没吃呢，父母就感觉

到嗓子和胃烧心的难受， 我想这是粗粮

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小时候我最不爱睡觉了， 但家里为

了节省煤油，每天催着早早睡觉，我只能

在心里幻想小人书里的各种招式。 每次

赶集我都哭着让母亲带着我， 母亲没办

法只好领着了， 因为太小没走几公里就

累得不行了， 母亲无奈的摇摇头把我背

起来， 到现在我还很后悔自己给母亲帮

倒忙。 想想现在一出门就有公交车，自己

也买了小汽车， 这一切都是改革开放额

功劳。

随改革开放的步伐，四十年的时间，

村里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家的变化

只能用“翻天覆地”来形容。 村里，农用大

型机械随处可见， 几十亩的地一天就收

割完了，这在十几年前是想都不敢想的。

农民的腰包都鼓鼓的， 家家都住上了敞

亮的砖瓦房， 当年乡村的窑洞早已不见

踪影， 我家从自建翻新砖瓦房到改成四

合院。 家里衣食住行的一次次的变化，见

证了我们小家的变迁， 也映射了国家的

日渐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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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这 40 年

“不好！ 有人骑着电瓶车掉进

水沟了！ 薛鹏， 我们赶快出去看

看。 ”

5 月 13 日 15 时许，正在河南

信阳淮滨县张里乡朱前楼村村委

会统计信息的薛鹏，听到驻村书记

刘泽大喊同时听到砰的一声……

事不宜迟，薛鹏一个箭步冲出门直

奔水沟跑去。 只见一老人在水沟内

不停地挥手求，一辆电瓶车正压在

他的腿上，他的脚深深陷入淤泥动

弹不得。

薛鹏是淮滨县供电公司驻朱

前楼村工作队队员，他知道这个水

沟水深虽不足 1 米，但水下淤泥较

深，如不及时施救后果不堪设想。

“救人要紧！”他当即就和刘泽

向沟里冲过去。 这时，离得最近的

一名村委会人员朱伟先跳进了水

沟，将电瓶车移开，薛鹏、刘泽救起

老人合力把他架到岸上安全地带，

围观的村民也伸出援手拿来绳索

将电瓶车拉上岸来。 薛鹏发现老人

脸部有多处擦伤，就一边安抚老人

的情绪， 一边紧急联系医务人员，

同刘泽一起将老人带到卫生室处

理了伤口，经检查，老人并无大碍。

据了解，老人系朱前楼村村民

梁云超，当天骑着电瓶车赶集返回

途中行至朱前楼村桥头的时候，不

慎连人带车翻落至桥下水沟。 老人

情绪稳定后，薛鹏、刘泽将老人送

到家中，叮嘱老人注意休息，第二

天会再来看望他

小事见大爱，瞬间暖人心让我

们为救人者！

�编者按：内蒙古超高压供电

公司日前举办“我家这 40 年”征

文，现选登几篇，以飨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