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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年多的工作中，我所扮演的角
色一直在不断发生变化，从综合柜员到党
务工作者再到综合办干事，职场大门向我
敞开得越来越大。茶道里有一个词叫“一
期一会”，就是说一辈子只有一次相会，这
些职场角色对于我而言就是这样的存在
吧。但是，无论角色如何，自己工作的那
份初心犹在，就这样，山头斜照却相迎。
在今年夏天上挂市联社学习的过程中，我
实地深入走访了吕梁十三个县级农信社，
这才真正看到了一个完整的吕梁农信运
行版图。任何行社的发展都是有光有影、
有左有右、有晴有雨，我不断汲取着优秀

部门的创新做法、学习着优秀工作者的工
作经验，那个时刻，我真切地感觉到自己
的青春如一面广阔的湖泊，我像一只小
船，缓缓地摇着桨，渐渐从浓浓的雾色中
走出来，棹移人远。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我这个不规则
青年在时间和工作的打磨中，就像一件
瓷器，以年华烧结，以青春为釉，已经渐
渐显现出成型的形状和花纹。我相信：
永远有人年轻，永远有人追梦不止，永远
有那一个堂吉诃德，跨上战马，挺起长
矛，去挑战风车。90后的我们定会初心
不忘，唱彻千山响。

近年来，有两种苦恼在缠
绕着我，一是大脑记忆衰退，
二是至今不会用电脑打字，写
稿均为伏案手写，甚至连智能
手 机 也 不 会 使 用 ，这 两 种 苦
恼，可以说在折磨我，甚至会
对走好自己晚年人生之路陷
入“志大才疏”或“虎落平川”
的窘境中，不同程度产生了悲
观泄气的情绪。

“坐下打瞌睡，躺下睡不
着。过去的忘不了，现在的记
不住。别人办事不放心，自己
去办办不了。”这段形容老人
的顺口溜现在听来，自己也快
达到这个“标准”了。

记得年轻时脑子记忆力
很好，好像有一种复印功能，
看书看报过目不忘，让我颇为
自豪，由于这种优势，我读了
不少书，学了不少知识。就是
到了四、五十岁，虽有所减弱，

但也感到头脑反应灵敏，不比
年轻人差。65岁以后，因大脑
功 能 的 衰 退 闹 了 不 少 笑 话 。
几天前看书看了一段精彩的
文 字 ，几 天 后 却 想 不 起 来 出
处。更有甚者，搭车出发到半
路，突然想起手机没带，只得
让司机返回去拿。有时钥匙
握在手还在到处找钥匙。

以前，我埋怨自己为什么
老得那么快，想把七十余岁的
年纪拉回三、四十岁的状态，
那是一种幼稚和天真。我“苦
恼”的根子在“苦老”，违背了
大自然和人生的规律。在方
山县老年学会办公室独自一
人时，想着想着，我还不禁笑
出声来。无意中看到并细读
了英国哲学家罗素的文章《论
老之将至》，受到了莫大的启
发。作者深刻了解老之将至
人群的心态，用哲学家的睿智
洞察人生，在论老之将至时，
把 论 点 集 中 到“ 怎 样 才 能 不
老”的命题上。罗素忠告老人

“不要留意衰老”，如果看到自
己头发白了，眼睛花了，牙齿
掉了，腰背驼了，就伤感、自
卑、叹息，这大可不必。

罗素在文中叙述他的外
祖母老年创办剑桥大学第一
所女子学院，到 80岁还经常在
午夜时分至凌晨 3时这段时间
里阅读科普书籍，生活得更充
实，“根本就没有功夫留意她
在衰老”。罗素认为这就是保
持年轻的最佳办法。他在文
章中强调，老人要热心做自己
感 兴 趣 的 事 情 ，保 持 年 轻 状
态。“不必去考虑你已经活了
多少年这种纯粹的统计学情
况，更不必考虑你那也许不很
长久的未来。”近距离细阅罗
素的文章，让人从另一个视角
感知风雨岁月。困难是摧残
人的坎，更是磨练人的墙，翻
越 过 去 也 许 就 是 一 片 新 天
地。人没有白吃的苦，苦难历
练之后的收获也是常人难以
得到的，这就是生活哲学的一
种“平衡”。我终于读懂了：人

要精神不老！
从医生的良言到罗素的

哲理，再一次深刻说明人生在
世不会总是顺境，难免碰到不
如意的事情。“不以物喜，不以
己悲”，无论何时何地使我把

“苦恼”二字抛到九霄云外，
“苦老”更是在人生字典里隐
退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快
乐的生活，科学的生活，除坚
持以前的体育活动项目之外，
又学了有利于大脑和眼睛的
保 健 操 、敲 打 经 络 和 穴 位 按
摩，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
样，我那读书、写作的兴趣和
习惯一以贯之，充充实实、高
高兴兴地过好每一天。

梦未圆，心终不渝；人还
在，情仍灼热。特别是学习老
英雄张富清的感人事迹，他在
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
福，是共产党员的先进代表，
是当之无愧的时代楷模。我
要 以 他 们 为 榜 样 ，吸 收 充 足

“养料”，始终高扬良好的心
态，不断总结经验，审时度势，
不灰心气馁，充实自我，把初
心融入血脉，用理想之光照亮
奋斗之路。

依托家访这个桥梁，我认识这样一
个孩子。名叫贾敏。她是我们班开展
家访活动后第一批接受家访的对象。
在班里，她的学习成绩是最差的，记得
三年级时我刚代上这个班，她还不会写
字，拼音也拼不了。班里也没有哪个孩
子愿意和她做同桌；在家里，她是一个
没有妈妈的孩子，爸爸倒是有，但也已
年近七旬，根本顾不了照应她。

家访开始后，我提前几天就给孩子
的爸爸打了电话，一听是家访，孩子的
爸爸勉强同意了。但是到了周末，当我
联系他确定具体家访时间时，他却“变
卦”了，用近乎乞求的语气跟我说：张老
师，家里实在太乱了，还是别上我家来
了。为了打消他的顾虑，我说，那我把
孩子接出来吧！孩子爸爸同意了。于
是那天我把孩子接了出来，带孩子理了
发，扎起了小辫。又去小饭馆吃了点
饭，晚上九点多才把孩子送回家去。

当我回到家打开手机时，看到了孩
子爸爸发来的长长的微信消息。他说，
孩子回了家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开心得
不得了，一个劲儿地跟他说话！他说，
孩子从小没妈，到现在还不会扎辫子。
看到孩子原先乱糟糟的头发变成了小
辫儿，他感动得都掉泪了。

他说，孩子最听老师的话，让我每
天给孩子布置一点作业，把拉下的课程
补补……就这样，我的这次家访变成了

“微信访”。
此后，我每天给孩子布置一些作

业，她也很认真地完成。每天做完后，
她还用微信发过来让我检查。看着孩
子好学的样子，我决定加点力度，于是

在网上给她买了同步阅读训练，让她每
天做一点。因为是刚开始训练，孩子有
些吃力。为了帮助孩子树立信心，我每
天 放 学 后 在 教 室 里 陪 她 完 成 阅 读 作
业。这样坚持了一个学期后，孩子和我
说，她现在越来越爱做阅读题了。

这个学期，孩子说她想写日记。于
是我又给她加了一项日记作业。每天
晚上，我和孩子都为当天写啥日记在微
信上聊一会儿。每次写完一篇日记，她
都会用微信分享给我，我成了她名副其
实的忠实读者。

有一次，我无意中夸了孩子一句：
你真可爱！听了我的话，孩子非常开
心。她告诉我说，长这么大，还没有人
夸过她可爱呢！训练写日记一段时间
后，我发现孩子写作最大的问题是生活
单调导致她没多少素材可写。所以，每
当周末，只要时间允许，我都会带她出
去 逛 逛 ，一 起 看 音 乐 喷 泉 ，一 起 吃 夜
宵。时间一长，孩子竟然“赖”上了我，
似乎离不开我了。

由于孩子的爸爸顾不上照应孩子，
这个孩子总是脏兮兮的样子。一天放
学后，我决定把她带到我家里，给她洗
个澡。我本以为她会拒绝我帮她洗澡，

结果出乎我预料，孩子非常乖地站在花
洒下任凭我帮她洗，我们非常愉快地完
成了洗澡任务。洗澡后，孩子开心地跟
我说，老师，我好想有一个像你一样的
妈妈，好想在你家住上一晚！我说好
啊，今后老师就是你的干妈了。那天晚
上，孩子的日记里写道：那天晚上是她
最最幸福的时刻。

现在，贾敏像变了个人似的，以前
总是低着头，任凭谁问，都不说话。如
今脸上有了笑容，开始喜欢和同学交往
了。同学们也愿意和她做同桌，并帮助
她。更令人欣喜的是她开始关心考试
了，尤其是期中考试前夕，她紧张地问
我，老师，你说我写作文遇到不会写的
字该咋办呢？

这次家访，以及因家访引发的和孩
子的心灵相处，让我坚定了家访的信
心，“家访”不仅仅是上家里坐坐而已，
而是要和家长建立起沟通的桥梁，从而
想方设法走进孩子的内心，知道孩子真
正需要的是什么，真正的困惑是什么，
帮孩子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孩子才真正
地成长起来。也让我明白一个道理：

“问题学生”并不是无药可救，“望、闻、
问、切”工作做好了，才能真正做到对症
下药。而要想改变一个孩子，首先要走
进孩子的心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知
道孩子真正需要什么、真正困惑什么，
从而帮助孩子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孩子
才会从自我封闭中走出来，才能真正开
心、快乐、健康地成长。

教育之路漫且长，我会依托家访这
个桥梁，帮助更多的学生走出自己心灵
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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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linkedin报道，第一批“90后”在 2017年已经实现了财务自
由。在这之前人们常常试图给“90后”贴上“杀马特、非主流、垮掉一
代、佛系”的标签，但这都无法准确概括“90后”。而作为一名标准90
后，入职也已有一年多的时间，这样的我，这样的不规则青年，在这一
年中是如何在方山农信这个大家庭中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呢？

2018 年的秋天，我来到了方山农
信。离开校园生活，进入一个全新的工
作环境，一开始感觉这里的一切都是陌
生的。但当我看到柜台上一个个忙碌
的身影时，似乎又闻到了熟悉的气息，
从报道的第一天起，我就下定决心，既
然选择了这份职业，就要将自己的青
春、理想、信念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这个
庄严的选择。

作为一名普通的前台柜员，在平凡
而紧张的工作岗位上，尽管有时不免烦
躁、平淡、矛盾、失落，但更多的是充实、
兴奋、快乐、满足。我认真地完成每一
笔业务，这一笔笔业务堆积成我的一
天，这一天天让我更加了解到这三尺柜
台赋予我们的使命。柜台，是方山农信
展现给外界的窗口，这里是直面客户的
沟通桥梁，这里是展现我们优质服务品
牌的地方。而我对优质服务的最深刻

理解，却源于一次疏忽。粗心的我，遗
漏了一位客户的签名，当发现时，已经
是一天营业结束的时候了。北方深冬
的六点，早已华灯初上，当那位客户阿
姨冒着寒风出现在门口，要帮我补签名
时，我心中满怀着对客户的浓浓歉意和
对工作深深的愧疚，还包含着自己对做
好优质服务的坚定决心!正如苏轼所写，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初入职场，难
免犯错，错而能改，怀揣初心和真诚，即
使竹杖芒鞋也能轻胜马。

在此后的工作中，我变得更加认真
细致。我们一直说，用优质的服务迎接
客户。但很多时候，客户也在用一言一
行教育着我们。客户带给我们的，不仅
仅是效益，还有那份信任和体贴。我们
还有什么理由去拒绝、去冷漠、去抱怨
呢，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感恩、不微笑、
不真诚呢！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