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忘不了的
老营房

□刘进学 文/图

■青春岁月

□韩国光 文/图

“八一 ” 节后的一天 ， 我上
网浏览自己的博客， 发现一位博
友写了两行让我心潮澎湃的留
言： “真的是国光同志， 邱村火
箭炮营， 我们是同宿舍的战友，
30年过去了， 昨天我专程去了老
营房。” 同时， 他通过博客还发
来一 “纸条”， 他说： “在老营
房拍了不少照片， 拍着当中泪水
就滴在了手机上……” 这位没露
真名的战友是谁呢？ 我激动中回
复了一 “纸条”。

对方可巧在线 ， 又发来了
“纸条”： “我应该是你的前任文
书。” 我脑子里立刻就想到了南
京籍的战友朱桂阳， 一位钢笔字
写得秀雅， 和我同年入伍的小伙
子。 我试探地打了几个字问， 他
很快回复， 果然是他！ 他还给我
发来了手机号码。 我随后问他，
拍的照片我能看到吗？ 他说从他
的微博中就可以看到。 我没有开
通微博， 就给了他一个邮箱号，
想让他在方便的时候把照片传过
来。 不想过了十多分钟， 邮箱里
就闪现了一封邮件 。 我心 “嘭
嘭” 地跳着， 想立马点击打开，
手紧张地又停了下来。 此时的心
情， 真比要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
人还要迫切， 然而， 喜讯临头了
又不能平静的去面对了。 接着我
就打开了邮件， 老战友一下竟发
来了28张珍贵照片， 没等下载我
就抑制不住地看了起来。 走过了
30年风雨的老营房还在， 坚固的
不规则山石砌的墙体， 灰褐色的
房瓦， 一排排营房在如今长的高
大的梧桐树映衬下， 显得格外幽
静。

老战友朱桂阳有些遗憾地告
诉我， 部队前几年就调往别的地
方了， 营部篮球场上的野树和杂
草， 已将此处覆盖得看不出早先

的样子了。 我眼神不够地盯着照
片， 也不知先细看哪一张了。 营
房北面用红砖建造的圆形水塔，
在我们来当兵时就已存在， 它是
这片坐落在丘陵地带的营房中最
高建筑了。 我们外出训练火炮，
坐着军用卡车， 沿着颠簸曲折泥
路回来时， 远远的就伸头望见了
这红色 “碉堡”， 心里真激动啊。
不少战友常在这里拍照， 寄给亲
人、 朋友， 那时还没有彩色的胶
卷和照片， 这次老战友有生第一
次在这里拍了彩色的红水塔， 拍
了许多我梦寐想见到的景象， 看
了我心都要飞了过去。

他拍得非常清晰、 用心。 营
区里北高南低的石子路已变成了
沙石路。 挨着营房山墙的灰砖碎
石便道、 淌水槽， 青苔点点， 没
有什么改变； 连镶在便道旁的红
砖角 “路牙”， 似乎还留存着我
昨日的目光。 仲秋令人感思的古
铜色的落叶， 不巧也飞入了有的
照片中， 我点动鼠标放大每一张
照片时， 有一张连部前的镜头，
我伸头一瞅， 真是泪落如线。 30
年了， 我和战友们曾亲手栽的美
人蕉仍默默地活在那处位置。 翠
绿的叶茎， 吐着火一样的花， 一
丛丛的傲然站在一起。 它们是留
守在这里， 一个个不愿离去的老
兵吗？ 我不由得抬起右手， 对它
们敬了一个 “军礼”。

万物有情， 老兵情深。 30年
的老营房， 30年的美人蕉， 花开
花落， 生生不息。 翠绿的叶茎好
比留守战士的军装， 火一样的花
是战友们的 “帽花”， 今天它们
忍着寂寞， 继续在为我们站岗放
哨。 我抚泪看了又看， 又让女儿
来看， “当兵光荣， 无怨无悔”，
这就是我感谢老战友， 感谢军营
想说的话语。

或许在你现在和曾经
的工会工作中， 有无数个
细节如同过眼云烟飘过 。
但总会有一些小故事伴随
着某些物件、 某些人和某
种符号留了下来。 比如一
次活动、 一个日子、 一张
照片……

■工会岁月

□尹小娟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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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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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在场站里进进出出的
699路公交车， 我的思绪突然就
回到了2007年的3月15日 ， 因为
这天是699路更换新车的第一天。

699路原来是单机 ， 随着城
市化的发展， 沿线坐车的人越来
越多， 公司就决定换成通道车。
虽然前期车队也向职工和乘客进
行了宣传， 但还是担心用新车第
一天乘客不适应的情况会发生。
为此， 699路车队党团支部通知
党团员青年们利用业余时间到站
台服务， 向乘客进行广泛宣传中
门刷卡上车， 前后门刷卡下车，
维持乘车秩序。

车队当时专门召开管理人员
会议 ， 布置工作 ， 做好 各 项 准
备 工 作 。 我 和 团 支 部 书 记 负
责 站 台 宣 传 ， 其 他 管 理 人 员

各司其职。 我们当时归属公交集
团新奥客运分公司第十三车队，
我 当 时 是 车 队 的 党 支 部 副 书
记兼工会主席。 我们的任务是：
出 黑 板 报 宣 传 向 乘 客 宣 传 ；
编 写 四五段宣传材料 ， 找来一
男一女两名职工进行录音， 中间
还 配 上 音 乐 ； 准 备 桌 子 、 照
相 机 ； 团 支 部 准 备 团 旗 、 三
角 旗 ； 分公司团委为我们制作
了手举牌， 上面用隶书写上乘客
乘车注意事项。

更换新车的那一天， 车队的
党团员青年们6点左右就来到了
699路回龙观站台， 我和团支部
书记讲明工作要求及分工后， 大
伙儿立即开展了宣传工作。 摆黑
板 、 放宣传录音 、 举手持宣传
牌， 向广大乘客进行宣传， 并回

答乘客提出的问题。 当乘客们看
到崭新、 干净的通道车时， 都非
常高兴， 就围到了宣传台前。 党
团员们一边回答乘客的问题一边
宣传， 引导乘客有序排队、 上车
刷卡。 3月的早晨天气寒冷， 大
家都穿着棉衣。 他们中有的职工
是自己当天休息 、 有的是上晚
班。 大家都是利用业余时间积极
到车队参加活动， 凛冽寒风挡不
住他们昂扬的斗志， 火红的青春
在699路站台上闪光。

活动结束后， 我用相机为当
天参加活动的党团员们拍下了这
张合影。 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时，
我就会想起那一天车队党团员们
那种忘我的工作状态， 看似简单
的一次活动， 从设计到实施， 大
家都付出了很多。

1965年， 笔者在武汉高级后
勤学校指挥系学习， 当时所在的
一区队三班共12人都是 “官 ”。
正副班长是中队任命的， 党小组

长 （正副） 选举产生。
班长原是海南军区后勤部大

尉参谋， 当过连长， 有基层工作
经验。 上任后第一件事便是和我

们每个学员谈心 ， 第一次班务
会， 便和副班长一起 “任命” 了
八名 “官员”， 分别是： 正副学
习组长、 正副卫生组长、 正副文
体 组 长 和 正 副 安 保 组 长 。 按
照 班 长的说法是为了充分调动
每个人的积极性， 互学互勉。 而
我们私下心里都明白， 这不过是
班长的领导艺术， 目的是平衡学
员心理素质， 便于管理。 不管怎
么说 ， 这样做的效果还真是不
错。

班长按照每个人的 “官职 ”
分配任务 ， 给予权利 ， 各负其
责， 共同努力， 全班各项工作都
做 的 不 错 。 比 如 ， 党 小 组 长
经 常 和大家沟通思想 ， 全班团
结一致 ， 心齐 ； 笔者任学习组
长， 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和副组长
一 起 到 资 料 室 为 大 家 翻 阅 资
料 ， 遇有难题 ， 主动请教员补
课， 认真组织大家讨论， 全班学
习成绩名列前茅； 卫生、 文体和
安 保 组 长 也 都 各 尽 其 责 ， 在
中 队 成绩单上也都是数一数二
的。 因此， 年终评比， 全班被评
为优秀 。 结业时 ， 受到集体嘉
奖。

全班都是“官”

那年699路更换新车

火红的青春
在站台上闪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