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
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
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
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
如果有 ， 那就用笔写下来 ，
为我们投稿吧。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征稿启事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 为 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 每篇
500字左右， 署名可尊重您的要
求。

□白守都 文/图

□张传发 文/图

■教师节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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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迁 文/图

北京一中———我心中的记忆

匆匆地， 又一个教师节向我
们走来。 此时此刻， 我想起了自
己的几位恩师。

上世纪60年代， 读小学， 我
家离学校有六七里之遥， 翻山越
岭， 最怕的是狼； 夏天遇上山洪
暴发， 也不得不偶尔 “旷课” 一
回。 那阵子， 同学们中间， 唯我
一个学生中午在学校搭伙。

当时， 汤山小学只有两位先
生： 范依成老师， 葛国础校长。
每天早上， 我挎上一只搪瓷缸，
里面放上几片锅巴， 撒上少许的
盐， 再加上一点点儿猪油。 中午
时分， 老师们的午饭刚刚烧开，
我便及时揭开锅盖撇起米汤泡锅
巴 ， 这种 “吃法 ”， 在校期间 ，
天天如此。 那个年代， 我们很单
纯， 对这种 “米汤泡锅巴”， 似
乎觉得 “理所当然”； 现在想起
来， 其实， 那些米汤， 倒是米饭
中的精华， 而我的两位老师， 却
是那样的 “不介意”！

那个时代， “艰苦奋斗” 的
年代。 除了老师带领我们植树种
花美化校园之外， 还有一件事，
至今仍历历在目。 当年， 解放军
在我们学校不远的地方建空军巢
县医院 ， 工地上有不少建筑材
料， 那上面有些铁丝和铁钉， 两
位老师带领我们利用课余时去剪
铁丝 、 拔钉子 ， 然后卖几个小
钱 。 不过 ， 那时候的 “小钱 ”，
基本上能解决我们一个学期作业
本费用。

那个时代， 是 “学习雷锋好
榜样” 的年代。 当时， 由于人手
少， 再加上交通不便， 邮政局投

递员送报送信 ， 只送到我们小
学， 而山里面那些村子， 他们是
不进去的。 当时， 葛校长、 范老
师安排我们一些同学当 “编外投
递员”， 我是负责下倪村和倪黄
村的。 我们每天放学回家， 顺路
将 《安徽日报》 （农村版） 等报
刊， 还有信件等送达有关人家，
并且还得要求 “收件人” 签收 。
寒来暑往， 我这 “编外投递员”
一当就是6年。 而一年一度， 也
就是新学年开学之际， 学校奖给
一本练习簿， 上面盖上学校的公
章， “以资鼓励” 一下， 现在回
想起来， 这种 “编外投递员” 在
某种意义上说， 也是老师在培养
我们当 “志愿者”。

“学高为师， 身正为范”， 葛
校长、 范老师， 对我们人生之路
的影响是深远的。 遗憾的是， 我
们敬爱的葛校长早已驾鹤西去。
记得前些年的有一天， 我在巢城
南巢商业街碰见范老师， 见他老
人家已是满头银发。 我说： “范
老 师 ， 请 您 在 这 儿 等 我 一 下
……” 转身， 我去水果摊上专门
挑选了几斤台湾产的水果， 老人
家还批评我 “破费 ， 没这个必
要”， 我只是说了一句 “这是学
生的一点儿心意 ”。 现在想来 ，
这次相遇也算弥补了我心中的一
点遗憾吧。

师生情怀

这张珍贵的老照片拍摄于
1962年 ， 两年以后的 1964年初
秋， 我被北京市东城区黑芝麻胡
同小学录取为一年级新生。 在小
学期间， 老师曾带领我们去近郊
太阳宫人民公社学农劳动、 组织
去河北省三河县拉练、 全班列队
步行去颐和园……

这张照片上的许多老师都教
过我们， 前一排左三： 李宗全，
是我们四年级的班主任， 上世纪
八十年代初任校长； 右三： 周玉
华 ， 我入学时的校长 ； 二排右
三： 马春霞， 我们一、 二年级的

班主任； 三排左二： 牟佳莲， 在
我们班主任生病时， 记得曾经代
过课； 四排左二： 宁坤， 是我们
的美术课任老师 ； 右三 ： 李鼎
勋， 是我们的算数和珠算课任老
师；右二：马宝瑞，是我们手工课
任老师；右一：宁建方，也曾代过
我们课。直到现在，我还能清晰地
想起这些老师的音容笑貌。

转眼50年匆匆而过， 我现在
很想念我的小学老师， 也不知他
们现在哪里 ？ 在教师节到来之
际 ， 我采一束鲜花敬献给老师
们， 衷心祝福他们长寿安康！

老师， 我想念您们

这是1960年7月北京一中高
三 （4） 班学生毕业合影的照片，
后排左四为笔者本人。 毕业后，
大家各奔前程 ， 从此失去了联
系。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北
京一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然而
50多年前时的母校还清晰地留在
我的记忆里。

北京一中历史悠久， 其前身
可以追溯到清代， 在晚清时期是
八旗子弟学校 。 民国时期建成
“京师公立第一中学校”， 后改称
“北平市立第一中学校”。 北平和
平解放后， 定名为 “北京市第一
中学”， 简称 “北京一中”。 新中
国成立之初， 北京市的中学实行
男女分校 ， 北京一中只招收男
生， 所以又叫 “男一中”。 照片
中唯一的女性是我们的班主任刘
筱霞老师。

1954年至1960年， 我在北京
一中度过了6年的中学学习生活，
这一时期正处在新中国的第一个
十年。 初中阶段， 学习生活相对
平静。 到了高中阶段， 我们的年
龄步入了青春期， 我们的国家也
进入到 “激情燃烧的岁月”。 从
1957年起， 各种政治运动接连不
断。 仅在1958年， 我们就参加了
打麻雀运动、 全民炼钢运动、 支
援农业的劳动， 并多次参加共青
团东城区委发起的挖 “青年湖 ”
的义务劳动。 同学们都以高昂的

热情投入到运动中， 完成了各项
政治任务。 但是这些活动也不同
程度地影响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
序。

尽管有各种政治运动的干
扰， 在徐楚波校长的领导下， 学
校始终牢牢把握住教书育人的大
方向。 北京一中有一流的教师队
伍， 其教学水平在全区乃至全市
都是名列前茅的。 教数学的杨宝
成老师， 他讲课不紧不慢、 有条
有理、 思路清晰、 逻辑严谨。 他
注重培养学生抽象思维能力、 逻
辑推理能力、 分析综合能力。 他
为我们在中学阶段打好数学基础
起到关键的作用。 教物理的陈光
老师在课堂上很有风度， 讲课如
行云流水———要点突出、 阐述精
辟、 语言简洁、 一气呵成。 他把
平淡无奇的物理概念和原理讲解
得鲜活生动、 引人入胜， 听他讲
课是一种享受。 教化学的裘大鹏
老师讲课表情丰富 、 极富表现
力， 很能吸引同学们的注意力。
他把理论与实验紧密地结合在一
起， 让人印象深刻。 他给我们上
的第一堂课的开篇词： “化学把
它的手广泛地伸入到人类的事业
中” 至今还印在我的脑海里。 教
语文的孙仲礼老师在当时就很有
名气。 有一次， 上级组织观摩教
学， 要听孙老师的课， 教室的后
面坐满了从外校来的老师们。 只

见孙老师一身西服革履走上讲
台， 显得特别精神。 他讲的是鲁
迅的文章， 鲁迅的文章向来让我
们感到艰涩难懂。 孙老师能把同
学们的思绪引领到文章的情境之
中， 使我们了解了文章的时代背
景， 再通过他精辟的分析和透
彻 的 讲 解 ， 我 们 理 解 了 文 章
的 主 题 思 想 和 深 刻 意 蕴 。 同
学 们 听 得 津 津 有 味 ， 相 信 坐
在 教 室 后 面 听 课 的 老 师 们 也
受 益 匪 浅 。 我 们 的 班 主 任 刘
筱霞老师 ， 她给我的印象是年
轻、 漂亮， 充满活力。 她对学生
满腔热忱， 课也教得好， 深得同
学们的爱戴。 后来当我听到她不
幸去世的消息时， 心痛不已。 他
们都是教育战线上的精英， 人类
灵魂的工程师。

我的中学的同学们， 如今都
已是年逾古稀之年的老人， 但是
我对他们的印象却定格在这张50
年前的老照片上 。 照片中的同
学， 我大部分还能叫得出名字，
对有特长的同学仍然记忆犹新：
王叙 （二排右一） 在班里学习最
好， 赵西林 （二排右五） 打篮球
球技最佳， 李维 （三排左二） 拉
得一手非常专业的二胡……

在这里， 我衷心地祝愿我的
老师和同学们身体健康、 生活幸
福 ， 祝愿我的母校———北京一
中， 与时俱进、 再创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