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昕睿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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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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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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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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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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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家庭相册

□仇铁珍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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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我们在什刹海
荡起双桨

■青春岁月

□建工集团工会常委、 宣教部长、 建工记者站站长 戴明全

■午报情缘

《劳动午报》：工会干部离不开的朋友

北京作为历史悠久的古都 ，
拥有大小数不清的园林。 这其中
有享誉世界的故宫、 颐和园、 北
海和天坛。 但我自退休以来， 每
年春、 秋两季都要同女儿一起造
访的却是不花费一分门票钱的平
民游览之地———什刹海。

我小时候， 家在交道口南大
街的马将军胡同 （现名东旺胡
同）， 小学是与家一条胡同之隔

的府学小学， 初中上的是女十一
中 （原名崇慈女中， 在东四隆福
寺附近 ） ， 高中上的是女二中
（老校址在方家胡同）。 离景色优
美的什刹海， 相距都不遥远， 所
以我们那时的少先队的队日活动
和中学时代的团日活动， 多选在
什刹海举行。

我们的少年时代是伴随着新
中国一起成长的， 充满着朝气，

充满着理想。 周末， 同学们经常
一 起 唱 着 歌 ， 说 笑 着 走 到 什
刹海参加队日活动， 身上都没有乘
车的零花钱， 一路走来， 谁也没
感到累 ， 就像 《让我们荡起双
桨》 唱的那样， “做完了一天的
功课， 我们来尽情欢乐……” 说
到这首歌， 我还是回荡这首主题
歌的影片———《祖国的花朵 》 中
的一名小群众演员。 1954年， 我

上小学五年级， 幸运地被摄制组
选中， 参与了影片部分镜头的拍
摄。 在北海公园拍了一天， 中午
还到仿膳餐厅吃饭， 那是我整个
童年最豪华的一顿大餐。

1958年 ， 我考上女二中高
中， 不久就被学校选中， 参加了
舢板队。 队员要求统一着装， 平
日里由于家中兄弟姊妹众多， 我
都穿二姐穿剩的衣服， 这次破天
荒到地安门商场买了新衣———一
件米黄色的短袖衫 ， 我喜欢极
了， 一直穿了整个高中时代， 直
到穿破为止。

每到星期六下午， 我就穿上
心爱的米黄训练衫， 从家里走到
什刹海的后海， 参加舢板队的训
练。 臂力锻炼， 腰腹肌锻炼， 大
家都练的很刻苦。 舢板运动是个
集体项目， 强调大家动作的整体
配合和协调一致。 为了在市区级
的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我们往往
一练就是大半天， 虽是这样， 充
满青春朝气的身心一点儿也不感
到疲劳。

我在高中舢板队训练的日
子， 正赶上国家三年困难时期。
由于运动量很大， 使饭量也增加
了。 为了保障我的身体健康， 慈
爱的父母亲从并不宽裕的口粮中
又节省下来一点儿粮票， 让我去
后海之前， 先买个馒头吃， 增加
点儿热量， 再去训练。 刻苦的训
练换来丰厚的回报。 在一次全市
女子中学舢板比赛中， 我们取得
了亚军的好成绩， 父亲带着小弟
弟也赶来为我加油。

如今， 站在什刹海美丽的白
玉栏杆边， 我向女儿讲述着自己
青少年时代在这里留下的欢笑和
汗水。 正是当年风雨中的锻炼，
才给我的身体打下了坚实的健康
基础， 使我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
以饱满的精力为国家做出了自己
应有的贡献。

这些年， 《劳动午报》 越办
越好看， 越办越可读， 已经成为
大家最喜欢的报纸， 成为职工们
的良师益友。 特别是一些退休的
工会干部更是离不开她， 退休时
希望工会把 《劳动午报》 给他们
订到家中。 因此， 坚持把 《劳动
午报》 订到退休的工会干部和劳
模家中， 已成为建工集团工会订
阅 《劳动午报》 的一项规定。 现
在， 《劳动午报》 成为了退休工
会干部了解首都工作的主要渠
道， 每天阅读 《劳动午报》 是他
们退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

集团公司工会副主席焦长发
于2006年退休后， 我们一直坚持
把报纸订到他家。 有时由于投递
的原因， 没收到报纸， 他总是把

电话打到集团工会办公室， 要求
帮他解决问题。 2008年， 老焦得
了脑血栓， 行动和语言都有了障
碍， 但他坚持每天阅报， 报纸送
过来 ， 他便先把 《劳动午报 》
“抢” 到手里， 先睹为快。 就是
在住院期间， 也让家人把报纸送
到医院。 去年， 老焦同志搬了新
家， 给工会打来电话， 要求把报
纸转到新址。 不知什么原因， 他
有几天没收到报纸， 他就天天打
电话到集团公司工会， 直到报社
寄到他家。

《劳动 午 报 》 现 在 有 一 个
“专题·维权 ” ， 以前叫 “维权
110 ／法规”。 这个栏目成为了工
会干部处理劳动争议的绝好工
具， 被工会干部称为 “不说话的
老师”。 曾刊载了不少劳动争议

案例和与职工切身利益相关的政
策法规。 这些案例， 都被集团内
的仲裁员们剪下， 收集起来， 一
方面当做学习、 宣传的材料， 一
方面参照案例介绍的方法解决了
一些企业内部的劳动争议， 使这
些兼职仲裁员们的业务知识和能
力得到了提高。 集团有一名兼职
仲裁员由于工作表现突出还被评
为2010年度北京市劳动人事仲裁
系统优秀仲裁员， 受到北京市劳
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人事争议仲
委员会的表彰。

这些是我们北京建工人与《劳
动午报》 的故事， 承载了报纸与
读者间的情愫， 结下了报纸与读
者间的缘分， 《劳动午报》 真正
成为了工会干部的行动指南， 传
授知识的老师和离不开的朋友。

1960年6月， 女二中团小组合影， 前排左一为作者。

这张照片， 是我在暑假期间
拍摄的。 那一天， 我跟随在街道
办事处工作的爸爸一起， 到街道
下辖的社区参加公益活动。

在活动中， 我认识了一位叫
周金明的叔叔。 通过聊天我才知
道， 原来十几年前， 因企业转产
而在家待岗的他在团结湖街道办
事处的大力支持下， 在社区里面
利用人防地下室开办了一家东兴
旅馆， 成为了一名个体老板。 而
作为一名积极热心参与公益事业
的个体老板， 多年来他不仅经常
参与社区组织的环境保护、 垃圾
捡拾、 环保宣传以及公益捐款等
活动 ， 而且还坚持每天带着爱
人、 孩子和员工清理自己旅馆前
面一片100多平方米绿地里面的
垃圾， 确保了这片绿地的干净整
洁与四季常青！

从他的身上， 我看到了他高
尚的品德， 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
的 “挣钱不忘本吧”！

热心公益的
周叔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