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鹏 文/图

□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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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洪顺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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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岁月

□大兴区观音寺街道专职工会工作者 褚明暄

■午报情缘

工会报刊是我的良师益友

每年年底， 我们观音寺街道
总工会的工会报刊征订工作都会
如火如荼地开展。 作为一名专职
工会工作者 ,我真心感谢工会报
刊， 是它让我对工会工作由外行
变成内行， 是它让我更加熟练的
掌握了工会的各项业务工作， 是
它让我更加出色的开展完成各项
工会工作， 它就是我的好老师、
好朋友。

2011年12月 , 在大兴区总工
会的招聘考试中， 我有幸通过了
笔试、 面试， 最终成为了一名专
职工会社会工作者。 刚到一个新
的岗位， 我还比较陌生， 为了能
够尽快的熟悉工作， 我就从办公
室找来工会报刊 《工人日报 》、
《劳动午报 》 、 《工 会 博 览 》 、
《大兴报》 等， 认真钻研， 仔细
对每份工会稿件进行研读 。 同
时， 对工会工作重点精美语句进
行摘抄， 坚持常年撰写工会信息
和新闻稿件， 大多信息和稿件被
发表刊登到各大网站、 报纸中。
目前， 我已经能够很好地履行工
会职能 ， 大部分得益于工会刊
物。

通过这几年工作的经验让我
觉得， 工会报刊对于我个人来讲
的确受益匪浅， 提高了自身文化
素质的同时， 也扩大了工会组织

影响力。 我们街道总工会也非常
重视报刊征订工作， 将报刊征订
工作纳入工会宣传教育工作的整
体部署中 ， 同步推进 、 同步落
实， 积极探索建立工会报刊征订
工作的保障机制。 大力推进职工
读书看报活动， 引导基层工会和
广大职工进一步增强学习意识，
养成阅读习惯， 提高自身素质，
并把职工阅读活动纳入职工文化
建设的系统工程中， 切实地保证
工会报刊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让
它真正的成为我们的好老师、 好
朋友。

近日， 我和二舅家的表姐聊
天， 无意中得知她家还有一张文
革时我们一大家子的合影。 看到
照片， 使我一下想到了48年前的
1966年， 那年我七岁， 我的脑海
思绪万千……

我的父母都是中学教师， 当
时分别供职于顺义县牛栏山一中
和牛栏山二中， 母亲当时是牛栏
山二中的校长， 文革开始二人都
被打成了走资派， 受到了冲击，
尤 其 是 母 亲 还 被 造 反 派 剃 了
十 字 头 ， 没办法 ， 只能戴个帽
子遮挡。

由于父母受冲击， 文革一开
始 我 们 兄 妹 三 人 就 暂 时 寄 住
在 我 二舅家 ， 二舅家共有六个
孩子， 舅舅和舅妈待我们很好。
1966年秋天， 我们全家五口和二
舅 家 的 五 个 孩 子 一 起 去 照 相
馆 照 的这张合影 ， 后排左一就
是我本人， 父母抱着的是我的弟
弟和妹妹。

一晃48年过去了， 我父亲、
舅妈和舅舅都先后去世了， 我母
亲还很健康 ， 已是82岁的老人
了， 我也55岁了， 照片中的八个
孩子， 四个退休了， 四个还在上
班， 我们联系也比较多， 时不常
的也聚一聚。

健翔桥是北京的重要交通枢
纽， 也是京藏高速公路北京段的
起点， 1988年由北京市政一公司
一工区第一施工队修建。

那个时候， 我是这支施工队
的党支部书记， 见证了健翔桥以
及全部配套工程的施工全过程。
健翔桥的附属工程包括立交桥西
侧与高速公路平行的小月河的明
河改暗河的改造工程、 立交桥东
西两侧与高速公路相交的道路施
工等。 这张照片就是当时修建健

翔桥的市政一公司一工区一队的
队领导和班组长们在施工队队部
篮球场的合影留念。

健翔桥是亚运重点工程， 也
是我们这个施工队施工的第一座
立交桥。 占地面积大、 施工难度
高， 加上配套的小月河的暗河
改造工程， 对于施工队而言是一
次严重的考验。 全队职工在领导
班子的带领下， 认真编排月、 周
及日施工计划， 编制各单项工程
施工技术方案， 领导分工负责，

深入施工生产一线 ， 对施工进
度、 工程质量、 安全生产进行全
面管理， 职工们热情高涨， 日以
继夜的进行会战。

经过一年多奋力拼搏， 1989
年5月工程主体基本完工。 在之
后虽然遇到一些困难， 使工程进
度受到了一些影响， 但健翔桥和
各项配套工程在确保质量和安全
的情况下胜利竣工 。 健翔桥于
1990年获 “亚运工程特别鲁班
奖”； 2005年获 “市政基础设施

竣工长城杯金质奖”。
时过境迁， 整整26个年头过

去了， 但每当开车经过健翔桥或
驶 入 京 藏 高 速 时 ， 当 年 施 工
的情形便一幕幕的浮现在脑海，
心潮澎湃， 浮想联翩。 健翔桥为
北 京 亚 运 会 召 开 ， 为 北 京 市
人 民 的出行做出了巨大贡献 ，
现在的健翔桥仍然像它的名字一
样 那 么 健 壮 ， 就 像 在 京 藏 高
速 和 四环路交点上空一只翱翔
的雄鹰。

在位于天安门东侧的北京警
察博物馆里， 收藏着两件珍贵文
物———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的户口登记簿以及他办理户口时
的照片。 作为国家一级文物， 这
两样东西 ， 特别是那张历史照
片， 为到过警察博物馆参观的人
所津津乐道。

1959年12月9日 ， 溥仪结束
了10年的监狱生活， 特赦回京，
住在五妹 “五格格” 金韫馨的家
里。 第二天， 他就在五妹的催促
下， 到北京市民政局报到， 民政

局的同志说： “你应该先给自己
报上北京市的户口， 这样就好安
排工作了。”

第三天， 溥仪准备到当地派
出所报户口 ， 可是从小长在宫
里 ， 他根本找不到派出所的位
置， 于是在五妹夫万嘉熙的陪同
下， 来到了西城公安分局厂桥派
出所申请办理户口。

照片上给 爱 新 觉 罗·溥 仪
（左 ） 上户 口 的 那 名 警 察 叫 吴
静深 ， 是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
局的退休警官。

北京警察给皇上报户口
■图片故事

那年我七岁

健翔桥
是我们修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