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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教我牙牙学语，是他替我遮风挡雨，是他一直待我如宝，是他为我付出一切……父亲节，你是否
也在回忆和父亲的温暖点滴？

父亲在每个人心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对每个人的成长印记深刻又显著，有些人在父亲的影响下，
从事了与父亲一样的职业。今年6月20日是父亲节，本报对子承父业的三组家庭进行了采访，把他们
的故事——展现给读者。

40岁的董海霞现就职于宁波舟山港集团。她
的父亲今年70岁，在宁波港务局工作多年，直至退
休。父女俩对大海都有着深厚的感情，为热爱的事
业不断奋斗，董海霞也将父亲称为自己生命中的

“灯塔”。
父亲曾是一名军人，他在董海霞的印象中不苟

言笑，充满威严，她和弟弟妹妹们都有些怕他。上
世纪80年代，父亲转业到宁波港务局工作，他每天
早出晚归，每个月都要去北京、上海等地出差，一出
门就是半个月到一个月时间，董海霞平时很少见到
父亲。虽然工作繁忙，但他经常告诫子女，做人一
定要做到两点：责任感和诚实。

趁着放假时间，父亲会带着董海霞到当时的镇
海煤码头闲逛，向女儿介绍自己的工作环境。眼前
一台台门式起重机，像长颈鹿一样，伸长“脖子”，一
起一落，将船上的煤卸下放上传送带，这一切都让
董海霞觉得新鲜又好玩。父亲一边走，还一边告诉
她，自己小时候对大海就有着深深的向往，所以做
自己热爱的工作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码头的
各项建设都离不开众多工作人员的努力，在这里工
作很有动力。

父亲的一席话，让董海霞的内心有所触动。他
对本职工作的热爱，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董海霞。大
学毕业后，董海霞出人意料地成为了一名门式起重
机操作手，负责港埠运输工作。在这个九成以上是
男性的岗位上，董海霞刚开始做得并不轻松。由于
接触大片的粉尘，皮肤变得非常粗糙，满脸长满了
痘痘。每天巨大的工作量也让她苦不堪言，一度产
生了退缩的情绪。

她将此事向父亲抱怨，父亲拍拍她的肩膀，安
慰说：“先别着急，慢慢习惯，遇到困难别退缩，既然
选择了这份工作，就要一直坚持下去。”父亲的安慰
给了董海霞信心，就像茫茫大海中寻到了一座灯
塔。“工作虽苦，起码能看到美丽的海上日出！”董海
霞经常这样给自己加油鼓劲。

此后，父亲也一直关注着董海霞的工作状态和
情况，及时引导。退休后，父亲依旧将生活安排得
满满当当，每天坚持锻炼，书法、阅读，这些爱好都

“遗传”给了女儿董海霞。
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将至，董海霞想对父亲说：

“您打拼多年辛苦了，是时候好好休息了，儿女的事
情您不用太操心，女儿希望您身体健康！”

父亲是我生命中的“灯塔”

1974年，18岁的朱维军成为了一名公交车修
理工，开始了他与公交的难解情缘。一直到老朱退
休，他开过10多条公交路线，再耗油的老车到他手
里两个月就能开成节油车。儿子受父亲的影响，在
从部队转业后也投身公交驾驶岗位。

对老朱来说，驾驶员不仅得会开公交，还得是
半个修理工，只有平时把车辆“伺候”好了，才能在
运行时没有后顾之忧。不开车时他也不闲着，凭借
自己修理的老本行，他总能把车辆出现的小毛病在
运行前就“扼杀在摇篮里”。

老朱还曾是车队的节油高手，一些年轻驾驶员
开车费油，这样的车到他手里，不出两个月就能变
成节油车，于是他一直是年轻司机争相请教的“老
师傅”。

1982年，儿子朱海出生了。受父亲的影响，朱
海从部队转业回来后，就加入了公交司机的队伍。

“刚转业时心很野，想跟战友一起闯荡做生意，
但父亲劝我来开公交，说再平凡的岗位也能干出大
事业。”朱海说。

朱海从小就看着父亲是怎么工作的，在他动之
以情晓之以理地劝说下，自己最终也选择了这一
行。在朱海手机上的照片里，父亲很少笑，在他心

中，父亲是个既严谨又严肃的人，也是他从小的偶
像。“我小时候有一次跟着父亲的车走到一个集市
附近，当时路上人生人海很不好走，当父亲一点点
通过后，有乘客感叹驾驶员技术真好。当时我心里
想，‘这是我爸爸’，感觉特别自豪。”朱海说。

老朱对儿子很严格，对此朱海很有体会。“记得
刚开始，我进站位置把握得不准确。父亲得知后就
将他的经验传授给我。他把要领总结讲给我听，说

‘提前减速、进站要慢、对准站牌再停’。很快我就
熟练地掌握了进站的操作。”朱海回忆道。

“今天路上怎么样？”“还可以，今天不太堵
车。”……直到现在，朱海下班后，这对父子还会对
当天的驾驶情况进行交流。“从父亲身上学到的不
只是驾驶技术，还有他敬业的精神。”朱海颇有些骄
傲地说道。如今，40岁的朱海也已经是车队中的老
司机了。

“我常教育儿子，公交车不仅是一种工具，更是
我们吃饭的‘家伙’，作为驾驶员，不但要会开车，也
得懂车。”老朱说，作为老一辈的驾驶员，面对现在
公交的迅速发展，他觉得很知足，希望年轻一代也
能全身心投入这一事业。

记者 徐丽文 陈韬 贺艳 通讯员 汪文庆

公交车上的父子兵

在网络上，“徐妈妈海鲜”被众多网友熟知。红
膏呛蟹、腌泥螺、马鲛鱼、带鱼、鲳鱼等宁波海鲜通
过快递，送到了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居民的餐桌
上。“徐妈妈海鲜”创始人徐磊是一名80后，象山
人。在他创立品牌之前，他的父母已经做了20多
年的海鲜生意。

徐磊回忆，自己10岁左右的时候，父母开始做
海鲜生意。虽然当时年纪尚小，但还是能体会到

“海鲜人”的辛苦。“当时我们家在丹城汪家河菜场
租了一个摊位。夜里，很多人刚入睡，父母就要起
床到石浦去进货了。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海鲜就已
经运到菜场了。一年中，冬天最辛苦，被窝刚睡暖
就要起床去干活，需要很大的毅力。”

海鲜容易坏，那么卖海鲜就会有损耗，而损耗
越大意味着利润越薄。为了尽可能降低损耗，徐磊
的父母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规格偏小的小黄鱼，
买的人少容易滞销，那就剖肚洗净晒成鱼干，鱼干
存放时间长，可以放到禁渔期卖；还有小的螃蟹，吃
起来没有大螃蟹有肉感，但用来做呛蟹就很适合。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徐爸爸徐妈妈的海鲜生意渐
渐做出了名气。尤其是徐妈妈做的呛蟹，咸淡相宜

又鲜气十足，在菜场上赢得了众多回头客。
2013年前后，懂电脑技术的徐磊试着在微博、

微信上帮父母销售海鲜，没想到一炮走红，尤其是北
京、上海、杭州等地的客户对宁波海鲜充满了热情。
在众多海鲜中，徐妈妈腌制的红膏呛蟹最受追捧，一
时间成为爆款。徐磊及时抓住机会，创立了“徐妈妈
海鲜”品牌，建造了现代化厂房，拿到了QC认证。这
一系列操作，意味着之前只能在菜市场当做初级农
产品交易的海鲜产品能进入商场、超市进行销售了。

仅仅是一个晚上，宁波海鲜就能卖到北京、上
海、杭州这些大城市，徐爸爸徐妈妈表示想不到，而
更想不到的是，自己一手腌制的红膏呛蟹能进入商
场、超市，跟其他大品牌放在一起进行销售。对此，
徐磊表示，自己只是享受了社会发展的红利，及时
抓住了互联网的发展，而要让自己的品牌走得更长
远，还是要向父辈学习踏实诚恳、吃苦耐劳的品
质。“父母那一辈做海鲜生意，一年到头，只有农历
正月初一、初二才能休息两天，现在互联网时代的
海鲜生意，我们也是一年到头休息两天；父母卖海
鲜，总是挑最新鲜的海鲜，秤最足的份量，现在我们
也是这样对待顾客。”

他把父母的海鲜生意做到了全国
5月21日，《宁波老年》08版《鄞

州公园新八景初具规模》报道了鄞州
公园（一期）新增的一景“紫杉风影”，
该景点背依红豆杉林。看到报道后，
家住北仑区小港街道衙前村的73岁
朱成康老人打进本报热线87685755，
表示要把家里两棵种了10多年的红
豆杉捐赠给鄞州公园。

近日，记者来到朱成康老人家
里。这两棵红豆杉就种在他家的院子
里，枝叶茂盛，其中一棵已长到3米多
高。

红豆杉是世界上公认濒临灭绝的
天然珍稀抗癌植物，在地球上已有
250万年的历史。由于在自然条件下
红豆杉生长速度缓慢，再生能力差，所
以很长时间以来，世界范围内还没有
形成大规摸的红豆杉原料林基地。

朱成康说，10多年前，一位朋友
送了他两棵红豆杉树苗，他就随手把
它们种在了院子里。院子里的土层比
较薄，地方又小，不过，两棵红豆杉坚
强地适应了环境，活了下来。有一年
冬天特别寒冷，他怕它们冻死，还特意
搭了一个简易大棚帮助它们过冬。“这
10多年朝夕相处，我们的感情就像家
人。”朱成康说。

眼看着这两棵红豆杉越长越大，
朱成康的心事却来越重。“一是院子太
小了，会限制它们更好地生长，二是我
们村拆迁在即。正是因为这两个原
因，我想给它们找个好去处。看到《宁
波老年》报道，鄞州公园有红豆杉林，
我想这应该就是它们最好的去处。”

经过本报牵线搭桥，鄞州区综合
行政执法局园林绿化中心表示欢迎朱
成康老人的这两棵红豆杉到鄞州公园
安家落户。6月15日，中心相关工作
人员上门到朱成康家里查勘情况。据
工作人员介绍，因为土层薄，再加上当
前天气炎热，这两棵红豆杉移植存在
一定的难度，他们正在找合适的时间
和专业的公司来完成这次移植。

这两棵红豆杉能如愿到鄞州公园
安家落户吗？该如何移植？本报将继
续关注。

记者 贺艳 文/摄

家里有两棵红豆杉
想捐赠给鄞州公园

10多年朝夕相处，朱成康和红豆杉的
感情像家人。

我就成了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