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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初，我被分配到十六人一间的

大办公室。人多，每人一个音符，合起

来就是一场飘洒的交响乐；每人一句

窃窃私语，合起来也是一场暴风雨。

况且老师们喜欢讨论教学问题，和风

细雨时并不多见。于是我准备搬到自

己教室旁边的小办公室，这是十人一

间的，应该静谧一点。有老师知道后

暗笑我的愚钝：你这是一百步和五十

步的差别。

我当然知道人少总会好一点，能到

十人一间的办公室，我已经满足了，校

长室很安静，但是我不好意思搬进去。

搬进去后，我整理、擦洗桌椅。其

他老师受到感染，于是整个办公室开

始归类整理，扔东西，摆放鲜花，一切

焕然一新。一星期后，我便真心喜欢

这办公室了，办公室里的老师备课、看

书、改作业，连音乐声音都没有，害得

我的音响成了摆设。下课后，又完全

成了另一番模样，历史老师、政治老师

和英语老师桌旁通常围满等待背诵的

学生。亦安静亦热闹，一直是我理想

中的学校生活。

食堂的饭菜

差强人意，办公

室的老师们一致

协商要自己做饭

烧菜，他们规划

着放电磁炉的地方，规划着每天的菜

谱。下午几位老师又风风火火买来

米，这就要开始了。我也不闲着，带了

四个学生去隔壁办公室欲将他们放微

波炉的柜子搬来，那办公室人纷纷不

满：你人离开我们了，还来占便宜？

最终四个学生克服了重重阻力搬

走了这个古色古香、带三层玻璃门的

柜子，我告诫学生们不要一味想着索

取，让他们把教室里那张破不溜丢的

课桌抬到了隔壁办公室，给他们放微

波炉。稳定性虽然不如原来的柜子，

但是都是大人，注意

点就行了。

翌日早晨老师

们 又 觉 得 买 菜 、洗

菜、炒菜做起来实在

耽误教学工作，还是

只煮饭吧！中午我端着晶莹的东北珍

珠米来到食堂打菜用餐，同事们惊呼：

为什么我们的是发黄的仓米，你的米

饭这样白呢？我语重心长地说：人和

人不要比，怀着一颗平常心，知足常

乐。

办公室时尚的女老师很多，英语李

老师的外套一天一件，我们都说她的

衣服没有重复过，事实上的确如此，大

约是穿衣不重样的美名桎梏绑架了她

吧！

办公室孔老师最注重养生，她让家

人将净水机接到办公室旁，我们煮饭、

喝茶都用上了纯洁的水，浇花也是。

夏老师也带来了家里的加湿器，其他

办公室的老师来串门，看到这里的净

水系统、加湿器、电饭锅、高压锅，一阵

羡慕。

不仅如此，她们还经常在各种网站

领优惠券，并且教我如何添加各种关

注，我问她们我天天关注这些生活商

品打折的信息，会不会影响我美队般

的硬汉形象呢？

她们只顾操作手机，没有听到我说

话。

办公室生活记趣办公室生活记趣
·张明虎·

用声音分享阅读

幸福长丰《聆听》

栏目 欢迎您的参与！

一首诗歌

一段散文

一封书信

……

总有一些文字嵌入我

们的灵魂

总有一些文字温暖我

们的心

分享阅读

以声音演绎深情

于忙碌的工间

于视觉疲累的午后

于喧嚣沉寂的夜晚

我们在聆听

静静地，静静地……

心在此共鸣

情在此融合

幸福长丰《聆听》栏目

现 面 向 社 会 征 集 朗 读 作

品。

时间长度 10 分钟以

内。

请将录制好的音频文

件连同个人简历和照片发

送至 1275897303@qq.com。

联系电话：66670766

征集

很久以前，就知道皖西北有一座著名

的王家坝；一直以来，就渴望去看一眼我

心中的王家坝。当车子飞速驶过川原平

旷的淮北大地，行进在那座巨龙般长长的

王家坝防汛交通桥时，气势恢宏的王家坝

闸就矗立在我的眼前了！

走进坐落于淮河北岸的花园式单位

——王家坝闸管理处，年轻干练的工作人

员小池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陪同我们参观

这座闻名遐迩的水利工程和国内唯一一

座以抗洪为主题的王家坝抗洪纪念馆，并

为我们作一番生动细致地讲解。

阜南县王家坝镇，位于千里淮河的上

中游分界处，也是淮河及其支流洪河、白

露河的交汇点，地理位置十分特殊。这

里，有淮河干流第一座、也是最大的一座

蓄洪区——蒙洼蓄洪区。而位于淮河岸

边的这座王家坝闸，正是蒙洼蓄洪区的控

制分洪闸，被誉为“千里淮河第一闸”，是

淮河防汛抗洪的重中之重，更是保护淮河

中下游地区的一道安全屏障。

淮河，发源于豫南桐柏山，上游坡陡

水急，地理落差大，加之支流众多，夏季降

雨集中，导致淮河流域洪涝频仍。包括上

至河南、下至江苏在内，沿淮数千万民众

生命财产安全遭受极大威胁。王家坝，一

直以来都被视为淮河灾情的“风向标”和

淮河防汛的“晴雨表”。这座重要的水利

枢纽工程，承载着八方安危。王家坝开闸

分洪蓄水，对消减淮河洪峰、减轻淮河上

中游防汛抗洪的巨大压力，确保淮河中下

游重要城市、能源基地以及京九、京沪等

交通大动脉的安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淮河流域一旦洪魔发难，出现严重灾

情，人们自然就会想起“王家坝”这个特殊

的地方。一时间，王家坝，成了各级新闻

媒体上出现频率极高的一个地名，成为举

世关注的焦点。

每当淮河进入主汛期，淮水暴涨，浪

涛拍岸，防汛抗洪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朴

实善良的王家坝人，就会毅然决然地站出

来。他们用一次次开闸蓄洪的英雄壮举，

诠释“舍小家顾大家、舍局部保全局”的无

私情怀。王家坝开闸分洪时，那场面真是

惊心动魄啊！十里之外，都可听见洪水下

泄发出的咆哮声。挟裹泥沙的滔滔洪水，

如千万匹脱缰野马，肆无忌惮地横冲直

撞。一座座美丽的村庄、无边无垠的绿色

田园，转瞬间变成一片泽国。

王家坝人，是有着大悲悯、大情怀的

人。每当淮河上游洪水来袭，王家坝人便

以自己的勇于担当，锁住性情暴虐的洪

魔；王家坝人以牺牲小我，换来的是整条

淮河的安澜。

资料显示，1953年王家坝建闸至今，

中间12个年份，15次开闸蓄洪，累计蓄滞

洪水达 75 亿立方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

失达 35 亿元之多。王家坝每次开闸放

水，蒙洼蓄洪区内 18 万亩良田尽遭洪水

吞噬，17万多名群众只得含泪舍弃家园，

被迫转移他处。但饱受水患之苦的王家

坝人，内心是强大的，意志是坚挺的。无

情的洪水，并没有让他们精神疲惫，信念

丧失，而是坚持不懈地与洪魔抗争，一次

又一次从灾难中振作奋起。当洪水缓缓

退去，他们继续用勤劳的双手，恢复生产，

重建家园。这是多么撼人心魄的壮举！

这是何等坚韧不拔的毅力！这是怎样一

种超级强大的精神支撑呵！

“顾全大局、自强不息、同舟共济、科

学治水。”就这样，在与惊涛骇浪不屈不挠

的搏击中，在一次次无怨无悔的自我牺牲

中，王家坝几代人真情谱写了一曲响亮豪

迈的奉献之歌，更铸就了感动安徽、感动

中国的“王家坝精神”。

结束参观，走出王家坝抗洪纪念馆展

厅，走在王家坝闸宽阔的桥面上，伫望眼

前这座雄伟壮观、装备先进的大闸，我还

不停地在心中默念这极不寻常的十六个

字，品味着它的内涵，感受着它的份量，追

寻它背后那些感人至深故事。

历经风雨，方见彩虹。今天，王家坝

人在治理水患、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同

时，利用这里特殊的自然环境、水利资源

和王家坝的品牌效应，变害为利，致力于

发展乡村旅游，找寻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

出路。他们在行蓄洪区内建成一座特色

鲜明的王家坝国家湿地公园，建成以“水

利工程、淮河文化、抗洪精神”为主题的王

家坝国家水利风景区。昔日出了名的老

灾窝，变成今天的一大风景点。游客来到

王家坝，既可以欣赏湿地景观，饱览淮河

风光，体验淮河风情，又可以感受到沿淮

人民大义大爱的无私情怀和可歌可泣的

抗洪精神。

高高的王家坝，俨然就是一座让人敬

仰的淮河抗洪纪念碑，是淮河儿女倾情奉

献的象征，一直巍然耸立在我的心中！

王家坝的情怀王家坝的情怀
·刘宏江·

天伦之乐 摄影：王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