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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 月光之下
静静地 我想你了
静静淌在血里的牵挂……
又逢月圆，又见美丽月光，耳

边又响起这熟悉的旋律,每次听
到都让我眼眶湿润。蓦然觉得时
间过得真快，母亲今年已经67岁
了,仿若白驹过隙，我这个她心
里、口中时时念叨的幺儿也都快
三十岁了,想想不禁喟叹！

从大舅以及一些比母亲大一
辈的长辈口中，时常听到关于母
亲的故事，母亲的身世何止是“坎
坷”二字可以概括的！母亲是四
兄妹中最小的，我的外婆在母亲
还不到一岁时就过世了，那时什
么都还不懂的母亲还天真的爬到
停放在灵堂中的外婆身上喝奶，
冰冷的体温还没有让她意识到自
己已经是失去了母亲的孩子。外
公体弱多病，当时家中完全靠十
二岁的大舅苦撑。无奈之下，母
亲便被送给了一对夫妇领养。但
是，母亲却并没有因此就过上好
日子。领养的夫妇也是穷苦人
家，后来也相继过世了。母亲从
来不曾知道自己生母的样子，那
个年代也没能留下一张照片。只
是听旁人说她跟自己母亲长相十
分相似,甚至声音都很像。母亲
曾和我说，自从她记事开始，每天
的生活都是围绕着找吃的转，努
力干活求工分，求生存，起早贪
黑，夜以继日，周而复始。在那个
饥荒的、饿死很多人的年代，一小
碗米饭意味着什么是现在幸福的
人们无法想象的，母亲那时最大
的愿望就是能吃上一餐管饱的米
饭。

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日子
慢慢好过一些了。母亲到了那时
人们认为的适婚年龄，便和父亲

组成了自己的小家庭，有了姐姐，
有了我。再后来，日子就越来越
好了。母亲却始终没有忘记曾经
的苦日子，坚持着她的节俭、朴
素，以致后来她跟我们一起生活
的四年时光里，每当家里有剩菜
剩饭无法处理时，她都会用干净
的袋子包好拿出去放在相对干净
点的地方。问其原因，母亲的回
答令人动容，“我这样包好，如果
有拾荒者捡来吃也不至于那么
脏，想想她们饿肚子的滋味我太
有体会了，只是举手之劳，能帮到
他们我很欣慰”，多么善良纯朴的
老人家啊！

小时候，每次父母在竹床上
将棉被芯缝进被套的时候，我最
喜欢的就是躺在还未完工的被面
中间跟他们聊天、说笑,畅想儿时
的天马行空,那时常常挂在嘴边
的话就是:等我长大了一定挣好
多好多钱，给你们做好多好吃的
饭菜,买好多好吃的糖果和漂亮
的衣服……可父亲没能等到这一
天就因病离开了我们。父亲走
了，姐姐那时已经嫁人，便剩下我

和母亲相依为命，那时就更加理
解了母亲的辛苦和艰难。

为了不让母亲为我的学费发
愁，年幼的我选择了辍学南下，留
下了母亲独自一人在老家。那
时，我心中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
挣钱，加倍孝顺母亲。但事实上，
从当年出门开始短则一年、多则
几年我才回家一趟，工作以及后
来的家庭都定在了异地他乡。直
到六年前我也做了母亲，便将母
亲接来与我们同住。孩子的出生
让初为人母的我手足无措，是母
亲手把手地教我、帮我，从孩子一
出生就帮着我操心这、操心那，无
私地操持着我应该做的事，做饭、
洗衣、拖地、带小孩样样不落。那
时我们住七楼，母亲有些胖，走路
着实有些吃力，但那时每天背着
孩子提大包小包东西楼上楼下反
复好几次，却从未对我有丝毫埋
怨，似乎永远都不知道累，而我们
也将这些当成了理所当然。

现在，母亲远在千里之外的
老家，自己种菜，自己生活。对于
城市，她还是有太多的不习惯。
想起这些，心里就跟打翻了五味
瓶似的，时常责怪自己为什么没
有尽力多替母亲分担一些事。早
年的决心、孝敬的心愿感觉如此
轻飘，如此经不起现实的考验。
每念及此，总让我惭愧得无地自
容，而母亲永远都是默默的、无私
的奉献着她全部的爱。趁着现在
还不晚，抓住每天的时光感恩母
爱、回馈母爱，不再吝啬一个电
话，也不再是电话中一句敷衍的
问候，而是真正听懂电话那头的
她。

妈妈，我始终明白，天之大，
唯有你的爱完美无暇！

■中安分公司 喻洪娟

我是一名保
安，站岗值勤，英
姿飒爽。保障安
全，一身正气！

社 会 上 ，有
些人对保安存在
这样那样不正确
的看法，认为保
安员素质低，多
管闲事，认为保
安工作没什么技

术含量，做保安没出息等等。有些保安
员受这些负面看法影响，也开始看不起
自己的工作，感觉保安工作枯燥、单调、
乏味，慢慢的就失去了工作的激情，越来
越懒散、消极，得过且过，碌碌无为。这
样下去，注定做不好工作，注定会被淘
汰。任何一项工作都是一种人生历练，
都是一个积极地学习经验的过程，包含
着很多的乐趣和宝贵的成长机会。

我是一名保安员，服务于公司，亦服
务于人民。我们大队很多人每天都充满
激情的工作、生活，那种乐观豁达、积极

进取的精神和崇高的社会责任感时时鼓
舞着我，让我充满力量奋力前行。同事
许加莲值勤时拾到“苹果4S”手机一部，
主动上交并积极联系到失主；同事田清
命值勤时拾获万元现金，主动上交并积
极联系到失主；同事刘含养捡到手提包，
内有IPAD、现金，卡券等不为所动，主动
上交并积极联系到失主……拾金不昧对
我们保安员来说不仅是美德，更是职责
和义务。同事张东华巡逻时遇到一名女
士大呼“抢劫”，当即出手勇擒劫匪；同事
彭长古巡逻时发现形迹可疑人员，毅然
上前制服并积极配合派出所处理。

我们是保安，正直，无私，肩负着客
户单位安全的大任。哪里有险情，哪里
就有我们！我们靠自己的忠诚职守和职
业素养立足于社会，服务于人民。我们
活的硬气、威武、庄严！无论是办公楼、
商场、社区还是医院、学校、大型活动，安
全秩序的维护处处离不开我们。努力建
设保安队伍，规范提升服务质量，为中国
梦保驾护航，我们保安义不容辞！

■东莞分公司佛山二大队 石艳

在分队日常管理过程中，分队内部
难免会产生一些矛盾，那么分队长如何
协调处理并化解矛盾呢？笔者认为应从
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目标求“和”。分队长在处理
矛盾过程中，面对着不同背景、不同
经历、不同性格的保安员，应尽最大
努力去求同存异、化解矛盾。找出队
员身上的相同点和闪光点，本着“求
和谐、促发展”的目标，与人为善，以
理服人，这是矛盾处理的首要原则和
出发点。

二、立场求“公”。分队内部大多是
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作为分队长，在处理
矛盾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开诚布公和公
道正派的观点，不偏袒、不护短，不凭道
听途说行事。

三、态度求“诚”。在处理矛盾的过
程中，要始终坚持用真诚的态度去化解
问题，学会换位思考，体谅矛盾双方的难
处。讲究以诚待人、春风化雨，让矛盾双

方听了之后都能够有所思考、有所启发，
拉近和队员的关系，使他们真正做到心
悦诚服，使矛盾迎刃而解。

四、时间求“快”。发现矛盾苗头要
及时化解，不要等矛盾升级了再解决，这
样能达到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

五、问题求“准”。要善于及时发现
和抓住存在问题的主要矛盾，选好突破
口，找出矛盾双方之间存在的关键点，找
准导致矛盾存在的主要方面，把握问题
和矛盾的实质。

六、方法求“活”。一般问题应做到
及时化解；特殊问题要调查研究，伺机解
决。大问题化解为小问题，步步简化，找
出更好的解决办法，这样才能使矛盾化
小，问题变少，达到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的原则。

坚持“六字诀”，处理好队员之间的
小摩擦，能更好地为队员创造和谐的工
作环境，推动保安队伍的健康发展。

（转自保安网）

今天早上
我一起床
抬头看见一只公蟑螂
正在墙壁上东张西望
似乎也像约会的模样
我心想
这光棍节非官方
怎么连它们也在忙
我正准备看看母蟑螂
如何花枝招展地出场
突然
壁虎像闪电一样
一口咬住了那只公蟑螂
结束了它的一枕黄梁
按说
这也算一种“脱光”
只是多了一些悲壮
■中保比讯 田红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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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保比讯 田红春

《江楼感旧》

■中联分公司 钟振强

《山溪水满》
■光明分公司 叶邦宁

天之大 我是保安我骄傲

<<<书法

>>>水粉画

另一种脱光

处理队员摩擦“六字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