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庭相册

□王耀奇 文/图

□怀柔区总工会 柴亚军

■午报情缘

工会报刊
助我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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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欣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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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岁月

1949年2月5日， 中国人民解
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派
军事代表接管国民党北平市警察
局外一、 外三分局， 中共北平市
委按旧行政区划， 在各区设行政
委员会。 崇文 （现东城区） 境内
有第八区 （外一区 ） 、 第十区
（外三区） 和第十五区 （南苑），
中共北平市委、 市军管会派工作
组按照中共北平市委 《关于如何
接管北平的通告》， 进驻接管旧
政权， 废除保甲制度， 建立地区
人民政府。 2月14日， 成立北平
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外一、 外三分
局。 分别设一科、 二科、 三科、
公安队、 交通班、 车站检查所、
9个分驻所、 36个派出所、 6个城

门口检查所。
这张合影老照片是1949年8

月 ， 在北平市公安局外三分局
院内， 分局民警欢送首任分局长
慕丰韵到市局工作时拍摄的， 前
排中间席地而坐的是年轻的女民
警 ， 第二排中间位置应该是领
导， 新政权建立之初， 他们为改
革区街政权组织及公安局派出所
做了大量工作， 为公安事业作出
了贡献。

下面这张老照片是1949年北
平解放初， 新街道政权未成立之
前， 北平市人民政府第八区、 第
一、 第六、 第十四保与外一分局
第一、 第六、 第十四派出所成立
户口联合登记处使用的牌子。

1980年10月的一天， 北京市
水泥制品厂党委宣传部组织全厂
的通讯员到河北省易县参观游
览， 带队的是厂党委宣传部干事
吴孟群， 在清西陵我们拍下了这
张合影照片 （照片中第二排右起
一为作者， 右起四为吴孟群）。

我们这些通讯员中女同志居
多， 年纪最大的是四十岁出头的
葛大姐 ， 在供销科负责材料管
理。 身材最高的是一米七三的小
曲， 在厂工会张罗文体活动。 大
家共同的爱好是积极给厂里的小
报投稿 ， 反映车间和科室的工
作。 进步最快的是好学上进的吴
孟群， 后来经过努力， 他考上了
北京广播电视大学， 调到了市总
工会党委宣传部工作。

说起来， 我和吴孟群颇有些
缘分， 1971年参加工作后， 我分
配到厂里汽车队的吊车班， 和他
成为同班组的工友， 被安排在同

一间集体宿舍， 我们俩睡的是上
下铺。 他喜欢拉二胡， 我喜欢说
快板， 都经常参与厂里组织的文
艺演出 。 他为人和善 ， 谦逊有
礼， 办事认真， 给大家留下很好
的印象， 在共同的工作和生活中
我们互相帮助结下了友谊。

记得当年， 厂工会开展文体
活动经费有限， 为了参加文艺演
出， 吴孟群请机修车间木工班的
师傅们为宣传队制作了古筝等乐
器。 技术高超的木工师傅们， 平
日为机械设备的各种零配件制作
的模型， 形状各异、 精度颇高。
为年轻人制作乐器他们更是热情
相助和格外精心， 堪称能工巧匠
的师傅们， 做出的乐器外观和音
色都相当不错。

年轻的工友们在业余时间
里 ， 有的相约一处排练文艺节
目 ， 有的在乒乓球台前比拼球
技， 还有的喜欢到永定河边去垂

钓摸鱼……印象比较深的是， 厂
里有一个小伙子姓靳， 身高一米
八多， 膀大腰圆， 听说他跟天桥
的宝三学过摔跤， 在他周围有一
拨工友， 常常在职工集体宿舍楼
前摔跤摆擂台， 他们光着膀子，
穿上褡裢， 在一阵阵叫好声中把
对方撂倒。 如果围观的人群中有
自己的女朋友， 场上的摔跤手肯
定会超水平发挥， 一展身手干净
利索地把对手掀翻在地， 不过事
后要上根烟或敬杯酒， 答谢人家
配合默契给足了哥们儿面子， 青
春的岁月充满了活力。

几十年过去了， 虽然那时的
物质比较匮乏， 生活水平不高，
每月的工资大都在四五十元左
右， 换二十块钱的饭票够吃一个
月。 但快乐的时光令人难忘， 美
好的记忆常入梦乡 ， 是那么温
馨， 那么甜蜜， 那么清晰， 那么
有趣。

我到工会工作虽然只有三年
多 ， 但自己感觉已经进入了角
色。 说心里话， 能够很快很顺畅
地完成角色的转变， 要感谢领导
的支持和同事的帮助， 但我更要
感谢《劳动午报》和《工会博览》，
是他们让我迅速、准确、全面地了
解到了工会的职责所在。

在到工会之前， 自己也从事
宣传工作， 也对 《劳动午报》 有
所关注。 但说实话， 更多的时候
是看看区县新闻， 看看有没有自
己的稿件。 到了工会之后， 因为
工作的需要 ， 就关注的更多更
细。 每期午报， 自己都要仔细浏
览 ， 因为这里不仅有自己的文

章， 更有工会工作的方方面面。
通过阅读午报和博览， 不仅提升
了自己的写作水平， 更重要的是
让自己思想上有了一个正确的方
向。 正如工会的性质一样， 午报
和博览也是把服务职工放在了首
位。 随着近期的改版， 午报和博
览的可读性更强了。 工会报刊越
来越成为职工的报刊， 职工展示
的舞台。 我更多的看到了普通职
工和一线职工的故事， 比如在午
报和博览的 “关注” 栏目， 午报
的 “专题·人物” 栏目。 让人感
受到了工会报刊更亲民， 更接地
气。 还比如博览的专版栏目， 让
我从兄弟区县那儿学到了很多好

的经验和做法， 对自己的工作也
有很大的促进和提高。

如果说工会报刊让我在思想
上和写作上有了更大的进步， 那
么通过订阅报刊这项工作， 更让
我的沟通协调能力得到了提升。
以前当老师， 跟别人沟通对我来
说是个挺难的事儿 。 到了工会
后， 每年进入11月份， 工会报刊
订阅就成了我最重要的工作。 制
定计划， 下发通知， 电话沟通，
这对别人看似平常的事， 对我可
有着特殊的意义。

感谢工会报刊让我成长了，
让我更好地融入到社会， 更让我
明白了工会的职责所在。

□刘鹏 文/图

■图片故事

60年前
公安派出所的
功臣们

木工班的师傅
为我们制作古筝

父亲早年是毛泽东主席身边
的警卫员， 在日常工作中亲眼目
睹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勤奋
学习努力工作平易近人的场面。
老一辈革命家的风范对父亲这一
代人的影响极为深刻。

父亲的战友中， 有不少人是
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 父亲当年
也曾多次应邀去工厂、 学校讲述
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事迹，
有的战友还经常在报刊上发表纪
念毛主席的文章。

共同的经历， 共同的感受，
共同的语言， 将父亲及战友紧密
地联系在一起。 平时， 他们只要
有空就相聚在一起， 畅谈那段难
忘的岁月。 父亲和战友们在退休
后也经常保持联系， 并在闲情谧
静中寻找着老一辈革命家足迹，
通过探访老首长， 参观毛主席纪
念堂等感受曾经的革命历程。

图为父亲王进荣 (右三 ) 和
老战友们参观完毛主席纪念堂
后， 在毛泽东像前合影留念。

父辈们的领袖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