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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电视剧《我的阿勒泰》，让不少人追。追剧之后，更
引发大众对悠闲生活的渴望。然后，便有了一个“请老板们
多关心员工休息休闲需求”的对话访谈。再然后，“霸总”董
明珠在访谈中的回答火爆出圈。

“你可以打辞职报告，可以回去休闲，没有问题。我觉
得是自己的选择。”这句话，乍一听，似乎合乎逻辑，却总
觉得那么刺耳；董明珠说话时面带笑意，却让多少打工人
心生寒意。于是，一众媒体立马高声挞伐。因为，“尊重你辞
职休闲的选择”这种论调，恰彰显出一种二选一的生死对
立：要么好好工作，要么辞了工作去休闲。

近日，在认真学习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在湖南步步高
超市的一个演讲时，却发现，他的一段话，似乎可能完美解
释董明珠为什么会说出那样冷酷的话。

这段话是这样的：“虽然我们从事零售这个行业这么多
年，从事这个行业的人这么多，没有发现哪个人真正地喜欢
这个行业，热爱这个行业，因这个行业而感觉到幸福和美好。
我们不懂这个行业它真正的价值是什么？更多的是随着环境
的变化，进入了这个行业，不由自主地在这个行业当中走了
这么多年，形成了习惯，更多的是从这个行业当中想证明自
己的价值，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美好，让自己的人格能有更好
地体现。更多的是在利用这个职业、这个行业来满足自己的
目标，满足自己的愿望，甚至是欲望，甚至更多的只是为了生
存，在这个行业当中做了这么多年。”

也所以，多少年来，老板们希望员工们的工作状态，往
往都是——“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而员工们之所以
亦如此，也只是因为他们是需要用工作来获得收入以生
活、以养家糊口。用于东来的话说，“只是在拼命地活着！”

或许正是如此，那一片挞伐声中，有高喊尊重人性的，
比如“一个普通的员工，可能只是格力这样的大工厂里的
一颗无足轻重的螺丝钉，但同时他（她）也是一个有血有肉
的活生生的人……在长年累月辛勤工作，拿到成就和薪水
之余，他们也想有休闲的时光，去旅行，去陪伴家人，去和
朋友聚会，有私人的爱好和活动，这些要求很过分吗？无非
是人之常情。”有讲时代趋势的，比如人们对休闲的重视，
本身也是社会经济发展而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既有作用
于个人的，重新发现“人”的意义，在休闲中找回对生活的
主动，去探索世界的丰富和获取心灵的平静；也有作用于
社会的，服务业的爆发性增长，就与休闲消费高度相关，在
整体的经济形态中，休闲都不再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了，
甚至诞生出闲暇经济学。有谈企业员工关系的，不是老板
和企业养着员工，权益和福利是员工的应得权利，员工靠
自己的劳动养着自己，获得报酬和休息空间，并保持着向
往远方的自由想象。

一系列文章背后，隐藏着社会当前的一个共识，即工
作与生活不是一回事，或曰不是同频共向的。最好的证明
亦在那些文章里，比如“人们真正追求的，是工作和生活的
平衡”，既然是“平衡”，恰说明是在天平的两端。

但胖东来的共识变了。时间节点在 2003 年，胖东来的
企业文化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2003年以前，是像雷锋、焦
裕禄、孔繁森一样，“牺牲自己，造福社会”；2003年以后，是

“快乐自己，幸福自己，造福社会”。变化的底层逻辑是——
理解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和世界上先进的国家、地区的文化
理念和生活方式，用科学的方法展开自己的生活、事业等
方方面面。具体的做法则是——简单地把产品做好，把卖
场做好，把安全做好……每个人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事，有
一个公平的回报，去体现自己的价值，去创造美好，为顾
客、为社会、为自己，这样良性的循环！然后，胖东来在这20
多年的过程当中，跟中国的零售业完全是不一样的发展方
式：一直在感受快乐，感受成长，感受当下的美好和坚信未
来的美好！

但胖东来终究是异数，哪怕它被誉为“中国商超的天
花板”。就如于东来所说，“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的习惯还
非常的顽劣”，“在20多年以前，胖东来开始往这个方向走，
那时候也跟某企业分享过，但是老板听不懂，中国的企业
老板真正听懂的我基本上没有见过，无论是多么有钱的，
只是奴隶而已，从来不知道去尊重生命。”事实上，分享胖
东来的理念与经验，去年，胖东来团队给江西的一家连锁
超市做了半年的调整。结果却是，于东来给他的团队作出
坚定的保证：“我不会再做这种‘傻’事了！”但于东来失言
了，今年，他的团队来到了湖南，来到了步步高超市。一番

“爆改”操作，赢回了市场与业绩，也赢得了企业、员工、顾
客，包括社会舆论的一片叫好。这恰是时代的声音，与舆论
回应董明珠那一番言论的声浪一起，构成了时代的趋势。

变化，总是从一点一滴开始的，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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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人的高考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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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佳节话“端午” 最是黄昏多情

工作是个什么东西？
□ 华 翔

在丹阳吕城镇文体中心，有一个今年
建成的乡镇文学馆。

穿过一道木质雕花走廊，顺着楼梯走
过二楼，迎面就看到有一块巨幅展板，是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创作的重要讲话
摘要。再往上去，三楼的左右两侧墙面高
处悬挂着多位中外著名作家的海报。

门楣上，一块由当地艺术家题写的红
底金字匾额十分醒目：“吕城文学馆”。走
进大门，左侧墙上有一块长方形的大展
板“一个乡镇文学馆的诞生”,展板分为四
个部分：“苔花虽小 也学牡丹”“稻米养
人 文学养心”“满船风雨 满船繁花”“亲
切关怀 保驾护航”。

展厅起始处是清代学者、诗人黄之晋
的自题《吕城杂咏》。黄之晋是吕城镇人，
有才子之称，道光二十四年登进士第。之
后，墙上展板有丰富的吕城历史文化记
忆，最显眼的是毛泽东在《向导周刊》上论
及吕城的一段文字，还有民国著名记者、
吕城籍人士朱惺公烈士的一篇檄文。

展柜中陈列了一批吕城籍或曾在吕
城工作过的作家、文人的著作、作品。记
者在现场看到：

郜志坚，曾任吕城镇党委书记，丹阳
县（市）政府办公室主任，丹徒区委常委、
宣传部长等职。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中
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

员。主要作品集有《追求》《指缝中流出的
歌》《故事人生》《那年那月那些事》等。

韦竹青，吕城镇人，曾在丹阳县委宣
传部和《新华日报》驻镇江记者站工作，从
事新闻报道数十年，为推动古镇文化事
业，付出了毕生精力。

汪玥含，祖籍吕城镇，中国作家协会
会员，编审。著有青春长篇小说《乍放的
玫瑰》等二十余部。曾获第十二届“五个
一工程”奖、第八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
四届冰心儿童图书奖、科技部全国优秀科
普作品奖等多种奖项。

“90后”韦旭，吕城镇西墅村人，笔名
“萧七爷”，白金作家，中国作家会员，曾荣
获“青匠心 100”江苏省新兴青年群体榜
样评选“青艺家”称号，全网人气过亿，出
版了多部长篇小说，代表作《医后倾天》的
电子版永久入藏上海图书馆……

陈建国，吕城镇人。创作小说、散文、
小品、快板书、锡剧剧本等作品，集编、导、
演于一身，作品多次在舞台演出并获奖，
著有儿童长篇小说《阿巴拉的神奇故事》
和《新创曲艺集》。

展厅中央白墙上，鲁迅体“吕城文学
馆”五个大字在灯光映照下熠熠生辉，左
右两侧是历代诗（词）人咏吕城的诗词展
示。展馆内还设有办公室、会议室和图书
室等功能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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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地方文化的文学馆

接待记者的是吕城文学馆的筹建者
庞云初。他是吕城镇庞家村人，现任吕
城镇作协主席，文学内刊《吕城》主编，系
江苏省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庞云初从事业余写作数十年，曾在
《文艺报》《散文百家》《岁月》《海外文摘》
《北京青年报》《扬子晚饭》《金山》《镇江
日报》等报刊发表作品，部分入选作品
集。2015 年出版散文集《青青的草香》
（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2023年修订
出版长篇小说《青涩果》。

“建一个文学馆，起源于 2023年 4月
的北京之行”庞云初告诉记者，他和吕城
镇部分村企业负责人以及作协会员，去
年赴京参观中国现代文学馆。馆内，集
大成地展示了现当代著名作家的书籍、
手稿，以及按原样保存的多位著名作家
的书房。“很有触动，当时就萌发了在家
乡也建一个文学馆的念头。”

在吕城镇主要负责同志的支持下，
经过多方协商，政府调剂出一处300多平
方米的场所用于文学馆建设。

2023年 9月开始建设。为了节省费
用，庞云初自己设计，采购材料，为加快
进度，保证质量，他整天在现场，是督工，
也是帮工。“吃了两三个月的快餐，荒了
两三个月的家事。一身尘与土，活脱脱
成了一名民工。”

由于是自筹资金建设场馆，庞云初
承担了很大的压力，不仅动用了个人存
款，母亲的医疗补偿款，还向银行贷了
款，“原本只想简单弄一下，但为了产生
更好的效果，一再改变设计，投资了30多
万元……”

场馆建成后，庞云初又四处寻求展
览物品，从典章史志中检索古诗文，多方
联络作者或家属，历时四个多月，才有了
如今的馆藏规模。

起源于一次赴京参观

2024年春节期间，吕城文学馆正式落成，吸引了
热爱文学，关心吕城的各界人士，不时有社会人士、
文史爱好者和中小学学生前来参观。吕城作协组织
开展的专题研讨活动和会务接待，也在此举行。

在办公区域，记者还看到一排杂志架，分别为
“文学内刊《吕城》展示区”“全国文学内刊展示区”
“全国文学期刊展示区”，有数十家全国内刊与《吕
城》建立了交流合作关系。

庞云初介绍，文学内刊《吕城》于2016年秋创刊，
虽然是一份乡镇文学刊物，但会员们长期执着努力
和积累，现已成果初显，在业内和社会上也有了一定
的影响力。“我们这个刊物已办了 8年，一年出四期，
共出了 32期，每期容量 11万余字，目前是全国文学
报刊联盟成员单位，江苏省文学内刊联盟成员单位，
中国作家网驻站内刊。”

吕城作协拥有近 40名会员，其中省作协会员 4

名，每年，都要组织会员走进镇村、企业，进行主题采
风。今年吕城作协结合文学馆的建成已开展了多场
活动，5月26日，8名写作骨干走进“江苏省特色田园
乡村”吕城镇中心村，开展了以“和美乡村 .诗意田
园”为主题的采风活动。希望以文学的形式，创作出
反映时代风貌、讴歌乡村振兴的优秀作品，通过文学
力量凝聚人心、鼓舞士气，为推动本镇乡村振兴提供
文化支撑。

庞云初表示，希望通过文学馆，能够更好地吸
引、激励文学爱好者、创作者，在短视频等“手机快
餐”文化流行的当下，让更多的人“心灵回归文学，文
学回归社会”。 （摄影 谢 勇）

汇聚一群热爱写作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