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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缘分转化为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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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图说

10月23日，家住清江浦区清江

街道新民路社区的95岁退休护士、爱

心人士马梦百在睡梦中离开人世。

遵照老人遗愿，其家人在悲痛之余，

做了决定——通过红十字会将马梦

百的遗体捐献给南京医科大学康达

学院用作医学教学与研究。

（10月28日《淮海晚报》）

马梦百老人退休前是一名护理

工作者，我也在卫生系统工作，我们

可以说是同行，马梦百老人是我尊敬

的前辈。我特别能理解她，老人家是

医者仁心。在岗位上，她作为一名白

衣天使，为人们驱除病痛；退休后发

挥余热，参与社会活动；身后还捐献遗体，为人类医学

事业再作贡献。老人把一切都奉献给了社会，让爱在

延续。

马梦百老人退休后参加社会活

动，是一名资深的志愿者，我和老人

的女儿金驹女士是好朋友，她们都是

我志愿服务道路上的领路人。在老

人的感召下，我们积极参加社会志愿

活动。我的孩子也深受金驹的影响，

成长为一名志愿者，而他的母校正是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如今，马梦

百老人将遗体捐赠给医学院供医学

教学与研究，再一次为我们做出了榜

样，让我们的缘分越走越深，永远感

动和激励着我们，在工作中要精益求

精，干好本职；在社会中，要争当一名

志愿者，奉献社会，服务社会，让我们

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一滴水也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芒。马梦百用自己的

一生诠释了生命的真谛，阐述了无私的大爱，毫无保留

地为社会奉献出最后一丝微光，是我们永远的榜样。

近日，接到中学同学的电话：三天后，邀请部分同学聚
聚，请我参加。我将此消息转告给兴国同学，并在微信上做
了一次交流，感到十分高兴。

兴国告诉我，他现在和夫人长住福建的石狮市。我惊
异地问：“你女儿家不是在上海吗？”“嗯，我们在上海生活了
十多年，孙女已经上高一，可以离手了。但还有夫人闺蜜家
的女儿，居住在石狮，自小就认我们夫妇为干爸干妈。她父
母几年前相继去世，去年又生了第三胎，便请我们夫妇帮助
照应三个孩子。”听了这些暖心的话，我的脑海里不禁浮现
出兴国的模样来：一个身高一米六多点，但身材匀称、身体
结实的汉子，竟然蕴藏着如此金子般的大爱之心，着实让我
对他刮目相看。中小学同学，分别多年，即使是同城，也因
种种原因，许多人缺少联系，甚至多年不见，音讯全无。当
再次相逢，“面目全非”，恍若隔世，令人唏嘘。多么希望听
到各人都有个好前程、好身体、好家庭的信息。听在耳里，
喜在心田。用现在的说法，叫分享快乐，分享成果。

同学就要聚会了，我的思绪开始活跃起来。我一直期
待，大家到一起，话题应该是放在互通信息、交流心得体会
等彼此关切的方面，而不是单纯的吃吃喝喝，打打扑克，云
里雾里胡侃。在互相欣赏、互相激励的同时，珍惜同学感
情，发展同学友谊。

正是兴国同学，一直在做我的劝解工作。他说，他做人
的原则是与人为善，希望别人的家庭都过得好，比他家强。
话谈得来的，就多谈；不合拍的，就少说，不要轻易地情断义
绝。他还将我发在朋友圈的文章，转发到同学群里去，向同
学们推荐我的业余爱好和多彩生活。春风化雨，滋润心田，
我被他的热心肠温暖了，认识到自己容易急躁，缺乏修养，
做事偏激。

所以说啊，同学，是缘分，必须珍惜。但无论是哪个年
龄段、分开多久，有条件的情况下，还是要多联系，勤走动，
将缘分转化为友谊。建同学群和定期、不定期的聚会，都是
为同学之间的相处，架起连心桥，提供最佳的契机。

当我阅读《中国会计报》“身边的感动”专栏时，不由想起我的老

师周林林先生。他虽在企业工作，却有多项科研成果；他虽不是教

师，却做过39场辅导，培养了50多名会计人员；他虽初中毕业，却是

南京审计大学“国家治理和政府会计”研究所研究员、淮阴师范学院

兼职教授、中国会计学会高级会员、中国审计学会会员。我在他门下

学习、工作了10年，也是我被感动的10年。长期共事，我才知道他

是如何用数字描绘他的会计人生的。

我曾问过他，为何提前10年从审计局退休“下海”创办会计咨询

公司，他说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做自己想做的事，体现人生价值；二是

为了普及会计知识。当年，他对会计队伍的状况十分担忧。他说，在

我国处于转型时期的大背景下，会计人员很难适应不断变化中的财

务、会计、税务法规的要求，因此他愿意为普及会计知识做点奉献。

据他统计，他亲自培养和辅导过的会计人员有50余人。他已协

助17个单位做过39场次的辅导培训和教学讲座，其中包括市委党

校、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市财政局、淮阴工学院等单位和院校。为了

给淮阴工学院经济管理系作“会计诚信和职业道德”辅导讲座，他用

半个月时间重新梳理了10多年审计工作底稿；为了替全市注册会计

师作一天的“上市公司会计制度”培训，他竟用了一个月时间备课。

他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是我的座右铭，传授知识会获得

‘给予他人’的幸福感。”他把培养会计人员、普及会计知识当作自己

应尽的责任。他说：“虽然我已经73岁，但仍愿为师资力量不足的大

专院校提供讲座或辅导。我愿做个普及会计知识、提高会计水平的

志愿者。”出于职业习惯，他十分注意资料的收藏和保管。2020年，

他将珍藏已久的抽调回城的介绍信、工厂任职通知书、自学考试成绩

单、审计局录取分数通知、审计局年审资料等具有时代特征的档案，

全部捐给了市档案馆。市档案馆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并在《淮海晚

报》上做了专题报道。今年夏天，他又把40年来收藏的会计书籍

200多册，其中包括学术专著、会计审计博士文库等资料，捐给了淮

阴师范学院图书馆。他认为，这些书籍对于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学

生，是有用的。

他不仅热爱会计工作，也是一名音乐爱好者。除了会计、音乐

外，他还是个摄影爱好者。他拍摄的500多张照片，全部用于《淮安

回族伊斯兰教志》。

周林林属于知青一辈人。他失去很多，付出很多，得到的也很多。坎坷的

人生，锤炼出他奋发进取、淡泊名利、执着追求、吃苦耐劳的人生观。用他的话

来说：“人生虽然是短暂的，但总得留点脚印，才能体现你的价值。”他是这样说

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用了14年，由初中生成长为高级会计师；他40岁时背

水一战考进市审计局；他是我市屈指可数的会计专家；他发表的学术论文数

量，至今仍是原工作单位的最高纪录。作为曾经的同事和他的弟子，我发现他

身上有很多闪光点，最值得我敬佩的，是他那奋发、豁达、执着、多彩的人生。

他用4个字归纳他的人生轨迹——数字人生。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有20年了。父亲节那天，我们兄妹几人准备

了一桌丰盛的饭菜，还特地准备了父亲喜爱喝的“今世缘”酒，摆在父

亲遗像前。作为父亲长子的我，默默回忆父亲的往昔……

父亲一生从事木工手艺，他的木工技巧在十里八乡没有人能敌

过他。父亲不但手工细腻，而且还会雕刻，有些高档家具需要雕刻什

么“金龙戏珠”、什么“麒麟送子”等，都难不倒他，可谓名闻遐迩。他

20岁时，就在国营三河农场从事场部建设，建造房屋、投房料、打家

具，整天忙忙碌碌，马不停蹄，一点空闲都没有。为了让新招的工人

都能睡上木床，他与工友们挑灯夜战赶制木床。当时他是木工班班

长，事事带头，吃苦耐劳，保质保量地完成生产任务，显示了他的“工

匠精神”，经常受到场部领导的表扬。

当时，场里有一位副场长女儿出嫁需要一套六件头家具，而且副

场长就赏识父亲做家具的式样，于是邀请父亲为他女儿打家具，父亲

一口应允。白天生产忙没有时间，父亲就利用晚饭后的休息时间赶

制家具，紧锣密鼓地熬了几个通宵把家具打好并涂上油漆，终于赶在

喜庆之日风风光光把漂亮的家具抬到新郎家。副场长买了两条好烟

送到父亲宿舍，他“完璧归赵”执意不收。后来副场长又设宴招待他，

等作陪的客人到齐后，再找他已不见踪影。副场长叹息说：“王师傅

就是这个犟脾气。”

后来，厂领导看我父亲为人忠厚耿直，干事踏实沉稳，工程结束

后，其他员工都辞退回乡，父亲留了下来，转为正式员工。直到1960

年初，父亲响应国家号召，义无反顾地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离开奋斗

几年的国营三河农场。

我家人口多，兄妹几个，生活重担压在父亲肩上。那时我已读高

中，学校伙食差，父亲唯恐我吃不饱肚子，把家里的自留地生长的粮

食拿到公社粮管所兑换成粮票，风尘仆仆地送到学校，让我晚自习后

买些米糕、饼干等点心增加营养。每每想起这段往事，我的心里总觉得对不起

父亲，他老人家为我们兄妹几个读书付出了辛勤的汗水。

父亲不仅在生活上对我们无微不至地关怀，而且还苦口婆心教育我如何

做人。尽管父亲目不识丁，但他深谙人生哲理，经常教育我们在单位要尊重领

导、团结同志，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我能参军入党，成为国家干部并退休，

每一台阶都离不开父亲的谆谆教导。我始终牢记父亲的教诲，没有辜负他的

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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