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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工行平顶山分行的营业场所，我就会有种家的感
觉。不但营业厅内干净整洁、布置温馨，工作人员从领导到
职员也都和蔼可亲、服务周到。因此，到工行办事有一种到
家的感觉。

记得在30年前，老家有一个亲戚急用一笔钱办事，从百
里外乘车赶来让我帮忙，并且十分着急，他还想拿到钱后就
往家赶。但事不凑巧，我手里当时没有现钱，就想到了存在
工行的一笔定期存款。当时听人说定期存款改活期手续烦

琐，办起来很费时间，我十分担心真要如此就耽误了亲戚办
事。于是，我心急火燎地带着这位亲戚赶到了工行西市场
支行营业厅，柜台一名女同志热情接待了我。我说明来意
后，她一边宽慰我莫急，一边熟练地操作起来，两三分钟，现
金已递到我的手中。我的这位农村亲戚激动地说：“这里银
行办事效率真高，可救我大急了，在家里拿钱也没有恁快。”

事有凑巧，20年前洛阳的一个亲戚娶媳妇急用一笔钱，
让我准备后当天赶赴洛阳，第二天使用，否则误事。当时已
是下午后半晌，如果乘坐长途客车，到洛阳已是很晚了，况
且我当时还抽不出身。听说工行有个汇款速递业务，我就
马上赶到工行西市场支行，一名值班女经理马上接待了我，
让座、递水后问我办啥事。我说明来意后，他告诉我这好
办，工行开通有“汇款直通车”业务，这边存上，对方立马可
取款，条件是对方须告知银行卡号。我随即拨通了亲戚的

手机，他告知了卡号。这位经理安排营业员马上给我办理
了这笔业务。花了50元，对方马上拿到了钱。如果乘车去，
不但耽误来往两天的工夫，来往车费也需七八十元，并且坐
车带钱也不安全。

我和老伴退休后，每月的养老金都从工行支取。为了
及时了解资金详细情况，我基本每月都要打出对账单。但
往往为了节约时间，钱都是从取款机上领取，打对账单的机
器我不会操作，工行各场所大堂经理或其他工作人员每次
都热情帮忙，并且不厌其烦，让我这名七旬老翁十分感动。

亲身经历的桩桩实事使我深刻体会到，工行实力不愧
在全球名列榜首，工行平顶山分行就是例证，尽管工行不
是真正意义上的家，但到这里办事胜似家。谁都想把家料
理好，人们把工行当家对待，工行兴旺发达当然在情理之
中。 （梅天顺）

工行——家的感觉

634.天日昭昭

公元 1141年十二月，宋高宗派大
臣何铸由金兀术引见，前往会宁（甘肃
白银市）晋见金国皇帝，商定割让陕西
事宜。南宋最高法院对如何为岳飞定
罪颇有争议。公元 1141年十二月，宋
高宗下旨：“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
并依军法施行。”岳飞时年仅 39 岁。
关押期间，岳飞拒绝认罪，仅留下八字
绝笔：“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岳飞被害后，秦桧忌讳所有与岳
字相关的东西，下令将岳州（今湖南岳
阳）改为纯州，将岳阳军改为华阳军。
秦桧这货真是个奇葩！

635.秦桧死了

宋高宗对秦桧言听计从。秦桧上
朝可以乘轿直接进入宫门。秦桧有病
不能上朝，皇上就让大臣上门议政。
公元1155年十月，秦桧病故，皇上亲临
秦宅吊唁。十一月，追封秦桧为申王，
并为秦桧墓前神道碑题额“决策元功
精忠全德”。秦桧死后，朝议汹汹。公
元1156年十月，皇上无奈下诏，允许秦
桧在位时无辜受冤者申诉。

636.短暂和平

公元1158年八月，宋高宗下诏设
立国史院，开始重新修订宋神宗、宋哲
宗、宋徽宗官方传记。宋金两国签署
和平协议（割地赔款）后，南宋进入了
短暂的休养恢复阶段。

公元 1161年五月，正率文武百官
游览中原汝州、洛阳等地的金国皇帝
派使节王全抵南宋朝廷祝贺天申节
（宋高宗赵构的生辰）。王全态度傲慢
地提出了金人新的割地要求，并通知
南宋：被扣押在金国的宋钦宗已经去
世了。宋高宗下诏：全国举行悼念活
动。

637.卷土重来

公元 1161年九月，金国皇帝撕毁
和约，命宰相李通为大都督，在淮河上
修建浮桥，号称百万之师，向南宋发起
全方位进攻。十月，宋高宗鼓足底气，
下诏亲征御敌，并诏谕契丹、高丽、西
夏诸盟国，联合向金国宣战。金国军
队气势汹汹，南宋士兵屡败屡战。十
一月，金兵抵长江北岸发起渡江战役。

638.金兵北归

正当南宋全线崩溃之时，金国发
生内乱，公元1161年十一月，金国皇帝
在扬州前线营帐中被杀。金兵司令部

（都督府）派人到位于镇江的南宋指挥
中心要求议和。同年十二月，金兵渡
淮北归——这仗我不打了。此后，南
宋与金兵的小规模冲突一直未断，公
元1162年六月，宋高宗突然将皇位传
给了太子赵昚（宋孝宗）。

（老白）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此刻
正在废寝忘食、全力以赴地投入到题
海鏖战之中，只为十年寒窗苦读能画
上圆满的句号。高考，堪称人生的第
一个重大转折点，它是前程命运的“敲
门砖”。因此，每年高考季都牵动着无
数人的心，学校、家长、考生更是严阵
以待、志在必得。

不由得想起了 18 年前自己的高
三生涯，那是一段苦中有乐、刻骨铭心
的生活。每天早上六点，寝室大楼的
起床铃便会发出刺耳的鸣叫声，如一
道霹雳闪电划破我们甜美的梦境。大
家不得不睁开惺忪的睡眼，踉踉跄跄
地奔向水房洗漱，然后手忙脚乱地穿
上衣服就飞奔向操场做早操。在铿锵
有力的节奏中，我们的动作敷衍而慵
懒。校长偶尔巡视，看到我们绵软无
力的“梦幻操”，便会声色俱厉地唤醒
我们沉睡的灵魂。经过早操的缓冲，
大家一进教室，便如同打了鸡血，精神
抖擞地投入到晨读时光中，自觉开启
了全力以赴的“学习模式”。

在高考指挥棒的挥舞下，每个高
三学生都如同被束缚着手脚的木偶，
完全身不由己。除了书山题海、考试
排名之外，再无暇顾及其他。那一张
张疲惫而倔强的脸庞上，写满了无奈
与渴望。既无奈于高三生活的煎熬与

压抑，又渴望高考之后梦想照亮现实
的喜悦与满足。每个人都像一个小小
的蜗牛，凭借一己之力，背负着自己沉
重的梦想，拼尽全力地向前进。各科
老师也是使出浑身解数，传道授业解
惑。

临近高考时，有两件事情至今记
忆犹新。一件事情是关于班主任马老
师的。记得他高烧近40摄氏度，还咬
牙坚持给我们上课，因为高考已进入
倒计时，他恨不能将平生所学一股脑
教给我们。这是“轻伤不下火线”，也
是“师者父母心”。印象深刻的另一件
事，是关于井老师的。有一天大雨倾
盆，一向认真严厉的井老师，破天荒头
一次上课迟到了 10分钟。他来不及
擦去头发上的雨珠，也顾不得衣服湿
透的狼狈，而是站在讲台上给我们鞠
了一躬，然后满脸歉意地说：“同学们，
对不起，老师今天迟到了。现在开始
上课。”他没有解释，但后来我们知道
是快到学校时，老师骑的摩托车坏
了。在倾盆大雨中，他推着车急速奔
跑，泥泞的道路溅得他一身污水。

每一个经历过高三炼狱生活的学
子们，都深刻体会过那种紧张严肃的
氛围。永远做不完的试卷习题，让人
身心俱疲。每个月都如约而至的月考
排名，让大家心情跌宕起伏。记得每

次月考最后一科结束，我和同桌便一
路狂奔至操场，携手并肩大笑着吐槽
考题的奇葩，分享着自己答案的经
典。然后去食堂开小灶，炒两个肉菜，
美其名曰：“犒赏功臣”！在鱼香肉丝
和土豆牛肉香味的氤氲中，我们暂时
忘却了疲惫与压抑。在风卷残云、大
快朵颐之后，那些满负荷运转的脑细
胞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慰藉与满足。

我高三时就读的是文科班，整体
氛围比理科班要轻松活泼。记得班
里有几位调皮的男同学，长得身材魁
梧、虎背熊腰。他们有时会在课间手
挽手跳起“天鹅湖”，那夸张笨拙的动
作，那妩媚撩人的表情，为大家带来
了一段周星驰般“无厘头”的惊喜。
在那段紧张压抑的生活中，能欣赏到
这样颇具喜感的原创表演，也算是一
份“厚礼”了。在开怀大笑中，大家暂
时放松了绷紧的神经，也舒缓了焦虑
的心情。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
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转眼间，曾经同窗早已各奔东西，各赴
前程。而水深火热的高三生活，在漫
长的人生旅途中，也犹如沧海一粟转
瞬即逝。但那些苦中作乐的“小确
幸”，却在时光中熠熠生辉，散发着琥
珀般温润的光芒。

难忘高三时光 □袁方（河南平顶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