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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宝璋 文/图

看到午报就像回到了娘家 由于长期受 “老掉牙” 观
念影响， 很多人将缺牙定格在
老年人身上。 但专家表示， 掉
牙对于年轻人来说， 更是身心
的打击 。 前牙意外缺失 、 缺
损， 导致口齿不清， 影响个人
形象； 后牙缺失不补， 长期用
另一侧牙齿咀嚼， 久而久之形
成 “大小脸”； 长期 “缺牙少
齿” 还会拖累消化系统， 加速
记忆衰退和面部衰老。 因此，
国际卫生组织提倡掉牙后要及
时修复。

据德贝国际植牙专家介
绍， 修复缺牙的方法包括活动
假牙、 烤瓷牙和种植牙三种。
其中种植牙因微创无痛， 固位
力强， 被公认为最先进的缺牙
修复方式。 年轻人掉牙后更需

要及时去种植牙， 掉牙不修复
会导致其他牙齿稀疏、松动，接
连掉落。德贝专家表示，年轻人
修复缺牙，更在意美观舒适，德
贝种植牙兼顾美观性和专属
性， 个性化定制的德国种植牙
自然美观，媲美真牙。即刻种植
技术能实现，当天种，当天用。

另据了解， 中国银行通过
严谨考察， 特指定德贝为分期
付款战略伙伴。 而达成此次合
作 ， 源于对德贝四方面的信
心： 一是德贝种植牙终身质保
承诺， 二是德贝国际权威种植
牙专家资源， 三是德贝以高技
术水平著称， 四是德贝对种植
牙品质的不懈追求。

种植牙预约热线:
010-56030333

德贝国际植牙只做种植牙
所以更专业

去年退休到北京定居后， 我
详细阅读了每一期 《劳动午报》，
每次阅读都能让我激动和感动，
有一种回娘家的感觉。

上世纪八十年代下乡返城之
后， 我曾在单位工会干过3年左
右临时工， 对工会工作产生了一
定的感情。 后来， 在单位做对外
宣传报道工作， 也经常与工会打
交道， 例如每年的金秋助学、 各
种文体活动、 七八月暑期送清凉
等 ， 都要做对外宣传报道 。 现
在， 又有幸每天能看到 《劳动午

报》， 了解各单位工会工作、 职
工文体生活等内容， 倍感亲切，
真像回到了娘家一样。

除了有工会情缘外， 贵报十
分重视通讯员工作， 在报纸上频
频出现 “通讯员” 字样。 每当看
到这三个字 ， 我就感到特别亲
切， 像见到亲人一样。 在退休之
前， 我曾受聘许多媒体当了近30
年通讯员， 与报纸等新闻单位建
立了深厚的感情。 可惜的是， 近
些年来， 通讯员已不再受到重视
了， 许多报纸上很难再看到这个

称呼。 在互联网、 智能手机的冲
击下， 人人都是记者， 媒体可采
用新闻的渠道也更宽阔了， 逐渐
被淡化了。 相比之下， 《劳动午
报》 则非常重视通讯员工作， 天
天刊登通讯员的稿件， 并且有情
怀、 文娱等副刊多种类稿件， 在
许多单位建记者站， 强化通讯员
队伍建设， 令人钦佩， 我备受鼓
舞。 我已准备好了， 要为贵报采
写新闻稿件， 拍摄新闻照片， 继
续发挥一个老通讯员的作用， 为
自己喜爱的报纸多做工作！

1949年初， 我随人民解放军
北平市军管会参加了城市的接管
工作， 我们是到一家国民党遗留
下官僚资产的印刷厂 （后来叫新
北京印刷厂）。 不久工厂成立了
工会， 我被推选为宣教委员， 负
责开展宣传教育和文体活动。

我们工厂当时地处前门地
区， 由前门地区工会办事处组织
参加庆典， 我们厂当时是比较大
的单位， 工人们听说让参加开国
大典 ， 像开了锅一样沸腾起来
了， 特别是老工人们流着眼泪互
相转告。 为迎接开国大典， 我们
组织工人学唱歌、 跳集体舞， 工
人们还自己动手搭彩门 、 挂灯
笼， 一派节日景象。

有幸参加开国大典， 这也是
我们夫妻俩一生中最大最难忘的
经历。 当时我参加的是工人游行
队伍， 我爱人武锡凰参加了妇女
夜校的游行队伍。

记得那是9月30日晚上 ， 我
把一身洗烫的干干净净的蓝布中
山服折叠的整整齐齐放在木板床
头旁， 这身制服是当时流行的最
好装束了。 我爱人穿的是新做的
浅灰色列宁服上衣， 两根小辫也
扎上了红头绳， 在镜子前照了又

照。
10月是北京一年中最好的季

度。 “十一” 那天， 天气格外清
朗， 工人们早早地来到工厂门口
集合等候。 那时没有公交车， 工
厂也没有交通工具， 参加集会游
行多远也是步行， 我们厂距天安
门还不是太远， 大约已是中午时
分了， 我们的游行队伍雄纠纠气
昂昂地进入天安门会场区。 刚解
放时的天安门广场没有现在这么
宽敞宏大， 地面也不是平整的大
方砖地， 周边还有高高的围墙。
我们集合在广场的西南角等待，
广场上成了红旗、 彩旗和横幅标
语的海洋 ， 歌声欢笑声此起彼
伏。 我透过密密匝匝的人群， 望
到天安门城楼 ， 装饰的焕然一
新， 那时北京还没有高大建筑，
所以天安门城楼看起来格外雄伟
高大。 城楼中间红墙上悬挂着毛
主席画像， 我记得当时是毛主席
头戴八角帽的彩色画像。 集合空
隙间， 参加开国大典各方阵的工
人、 农民、 大学生等互相赛歌，
拉拉队站起来助阵， 人们放开喉
咙高唱 《东方红》 《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 《解放区的天是
晴朗的天 》 《团结就是力量 》

《你是灯塔》 等。 各方阵队都争
着赛歌， 嗓子都唱哑了， 我们是
那样的兴奋、 那样的激情、 那样
的火热。

我记得开国大典是在下午3
点左右开始的。 当时， 忽然间锣
鼓声停了， 礼炮声鸣响了， 我们
静静地亲耳聆听着广场四周高喇
叭里传出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
世界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比
现在放录音可清楚多了。 之后，
毛主席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
旗。 检阅开始后， 代表着人民力
量的海陆空三军参加大检阅， 还
有骑兵部队， 是清一色的红马和
白马， 特别壮观。 我们的方阵走
在最后， 走到天安门前已经是黄
昏了， 我们是横着五人一排向前
迈进， 走到金水桥上那一刻谁都
不肯离去， 毛主席神采奕奕地望
着我们挥手致意， 大伙的心真的
要 “蹦” 出来了， 我们喊得最多
的口号是： “毛主席万岁！ 万万
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

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嗓子喊哑
了， 还在发自内心地喊。 解放军
雄伟的步伐、 游行群众载歌载舞
的盛况震撼着每个人的心， 鼓舞
着每个人对毛主席、 共产党的热
爱， 对伟大祖国的期盼和宏伟抱
负， 我们是一致地回答毛主席宣
布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的坚实
信念。

转眼60多年过去了， 我已是
鬓发斑白的离休老人， 老伴也是
满头白发， 戴上了老花镜， 我们
伟大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 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为我
们带来了幸福的晚年。 回忆那段
时刻 ， 我俩的心情格外激动 。
2012年国庆时 ， 我俩互相搀扶
着， 特意又来到雄伟壮观的天安
门金水桥下， 在当年见到毛主席
的地方合影留念， 心情久久不能
平静， 让我想起了60多年前开国
大典的那时刻， 虽然我们是那游
行队伍里一个普通参加者， 至今
还记忆犹新， 好像是发生在昨天
的事情， 深深印在脑海中。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次会议， 通过了关于设立“烈
士纪念日” 的决定， 以法律形式
将每年的9月30日设立为 “烈士
纪念日”。 中国有了英雄节！

在我家的相册里， 有两幅泛
黄的照片 ， 一幅是1944年 ， 爷
爷 、 奶奶 、 大姑 、 二姑和三叔
（照片中站立者） 为八路军备军
粮。 另一幅是1946年， 奶奶送三
叔参军 。 三叔参军后 ， 作战勇
敢， 多次立功受奖。 1951年又赴
朝参战 ， 在五次战役中壮烈牺
牲， 长眠在异国他乡， 时任炮兵
连长。 据不完全统计， 约有2000
万名烈士为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
和国家富强 、 人民幸福英勇牺
牲， 烈士是国家授予牺牲公民的
最高政治荣誉。

首个 “烈士纪念日” 到来之
际， 我们更加缅怀像三叔一样的
无数革命先烈。 设立 “烈士纪念
日” 既是对先烈的尊崇和爱戴，
又是对烈士后人的慰藉和激励。
烈士的功勋彪炳史册， 烈士的精
神永垂不朽。

我俩参加了
开国大典 难忘三叔

难忘革命先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