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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故事

□马仲清 文/图

1961年9月，我进入北京64中
学开始了３年的初中学习。50年前
的中学生活，至今令人难以忘怀。

北京64中学， 位于日坛公园
西北角。 原来， 这里十分荒凉，
是一片菜地和坟地。 解放初期，
政府投资兴建北京64中学， 1955
年9月1日开始招生启用。 64中教
学楼共四层， 坐北朝南， 东西长
方形， 教学楼北侧是操场， 操场
北边是朝外南营房平房区， 操场
南边有砖砌的主席台。

那时候， 学校每年都会举办
春季田径运动会， 我都是积极报
名参赛。 1963年4月， 我获得男
乙组跳高第四名 ； 1964年4月 ，
我获得男乙组跳高第一名和铅球
第一名。 获得的小奖状， 至今我
保存着。

中学的学习课程比较多， 我
的父母没有什么文化， 学习全靠
自己努力。 那时， 我常在日坛公
园看书复习功课。 在日坛公园圆
坛西门南侧， 有一棵上千年的九
龙柏， 在离地1米多高的大树杈
上， 能容二三个人站立， 我常在
上面背靠树杈看书。 在老师们的
帮助下， 我努力学习各门功课，
初一至初三， 每年都获得了优良
奖状； 另外， 我还获得了初中三
个学年的优良奖状 。 这些小奖
状， 我至今还收藏着。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
展， 64中的教学楼已不存在了，
南营房的平房已拆迁了。 64中原
址盖起了现代化的商场大楼， 日
坛公园周边地区也已旧貌换新颜
了， 这里已成为享誉国内外的雅
宝路市场 。 昔日64中的建筑风
貌， 昔日发生在64中的故事， 只
能从记忆之中搜寻。

北京64中， 是难忘的； 昔日
的老师， 是难忘的。

50年前我获得的
优良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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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金萍 文/图

■青春岁月 难忘在第九水厂
工作的日子

■午报情缘

□ 李庭义

我与午报的
缘分

说起我与 《劳动午报》 的缘
分， 就使我想起了一件往事。

2007年 6月 的 一 天 ， 我 从
《北京晚报》 的 《健康专列》 版
上看到了一则 《我与京华茶》 有
奖征文的启事， 于是， 爱好写作
的我， 利用业余时间， 写了一篇
征文。

征文投出去之后， 我本没抱
多大希望 。 8月初的一天上午 ，
我查表途中路过一个从事画画的
门脸儿时， 有个熟悉的声音叫住
了我， 原来这门脸儿的主人是苏
老先生。 他曾是某区的市政委主
任， 退休后， 便又拿起了他喜爱
的画笔， 干起了自己的老本行。
寒暄之后， 他把我让进屋里， 从
桌上拿起一份报纸， 笑着问我：
“小李， 你喜欢写作？” 还没等我
回答， 他又说： “这张报纸上有

你发表的一篇文章， 我看了， 写
得不错。” 从苏老先生的手中接
过8月1日出版的 《劳动午报 》，
我看到在 《北京茶周刊版》 上刊
登了我发表的那篇征文———想起
当年喝花茶。 看到文章上了报，
我自然很高兴。 苏老先生鼓励我
以后要多写多投稿， 还把那份报
纸送给了我。

征文结束后的一天下午， 我
接到主办单位的通知， 叫我去位
于宣武区马连道的京华茶叶总公
司参加征文颁奖会。 没想到， 在
会上 ， 我的征文竟在 《老朋友
新京华》 征文中荣获了二等奖。

此后， 我便与 《劳动午报 》
结了缘。 那时， 单位的午报少，
只有几位主要领导能看到 。 为
此， 每次来报纸之前， 我都要以
上厕所为名， 来到传达室等邮递

员来， 以先饱眼福。
再后来， 单位的午报多了 ，

也能上网看了； 除坚持每天看报
外， 我的投稿量和见报率也与日
俱增。 更让我高兴的是， 为了鼓
励职工对外投稿， 今年单位领导
和工会特发了 “红头文件”， 对
在报刊媒体上发表文章的职工给
予相应的精神和经济奖励。

现如今， 《劳动午报》 已经
成为我每天必看的报刊之一。 我
之所以喜欢她， 是因为她关注的
是一线员工们的喜怒哀乐， 反映
的是老百姓的心声。

虽然我与午报相识的时间不
长， 但我深知道， 随着我们彼此
的不断交往， 我们的感情会越来
越深厚的。 因为， 在我们相识的
最初， 曾有过一次难忘的情缘，
那就是， 我们曾经一见如故！

打开记忆的思绪， 29年前北
京市自来水集团第九水厂刚刚筹
建时那一幕幕挥汗如雨的场面，
那一段段感人肺腑的经历， 那一
丝丝割舍不断的情缘， 便袭上心
头， 好似昨日重现。

18岁的我们怀揣着理想， 一
脸稚气的来到水厂。 迎接我们的
没有一排排整齐高大的厂房， 没
有杨柳青青绿草茵茵， 没有花开
四季五彩缤纷， 就连暂时休息的
地方也是市政临时搭建的木板
房。 还记得1987年9月我们第一
次来到水厂的情景， 看着工地上

车水马龙、 黄土飞扬， 耳边搅拌
机声隆隆作响、 传来阵阵喧嚣。
我们有的用双手捂住耳朵， 有的
躲在同学的背后， 有的用手帕挡
住口鼻， 心里不禁难过起来， 我
们用疑惑的目光寻找答案， 难道
这就是我们花园式的水厂吗？ 不
久， 我们这些刚刚放下书本的学
生便跟着师傅们学习劳动。 为了
加快建厂的速度， 我们就学习修
路。 由于施工重车常常把路面压
得坑坑洼洼的， 我们就用手推车
到远处装土 ， 然后运回进行回
填。 四个人一组在颠簸不平的路

上轮换着往前前进， 经常是车快
到目的地时翻车了， 搞得我们沮
丧极了。

记得建清水池的时候， 安排
我们一天挖10米的深沟， 三人一
组， 自由组合。 看着师傅们不到
晌午便很快完成了任务， 回去休
息了， 可我们脚下那疙里疙瘩的
土， 铁锹就是铲不进土里， 铁镐
在我们的手里也不听使唤。 一镐
下去， 结实的土地也只是有了一
点点松动。 一天下来， 看着身后
曲曲弯弯、 凸凹不平的沟壑， 看
着被铁钎磨破的手掌， 看着夕阳

西下那扛着锄头疲惫归去的身
躯， 每个人的心中还是装着一丝
的满足与欣慰， 因为我们是水厂
的建设者 ， 我们是水厂的开拓
者， 我们将来是水厂的主人。

还记得， 水厂初具规模的时
候， 我们每一天都为水厂的环境
修饰着、 装点着、 打扮者， 清水
池边我们栽下了杨柳， 机加池旁
我们种上了绿草， 加药间前我们
播撒了花种。 厂房的前前后后种
上了各种各样的树木， 有桃树、
迎春、 柿子树、 梨树、 山楂树、
四季常青的松柏等等不胜枚举。

无论从办公环境的改善， 还
是设备的更新换代， 再或是职工
的精神面貌， 一切都在发生着变
化。 职工在优美的环境中工作得
舒心， 在现代化办公设备的引进
中不断学习， 在积极奋起、 各个
当先的氛围中生活， 在本职岗位
上实现着自我的价值。 职工与企
业共同踏着改革的步伐与时俱
进， 切身体会着改革使企业不断
地向前发展的业绩。

2000年9月 ， 我离开了花园
式的水厂 。 回头看我心爱的水
厂， 这里有我们与企业同呼吸共
命运的誓言， 这里有我们一点一
滴铸就的平凡， 这里有我们无悔
的青春 ， 这里有我们付出的汗
水， 这里有我们开心的笑脸， 这
里有我们无尽的思念， 这里留下
了我们无数美好的青春记忆……

青春是纯洁的、 青春是蓬勃
的、 青春是美好的、 青春是无悔
的……

为了适应 《劳动午报》 改版
和 《工会博览》 再次改版的需要，
使通讯员充分了解报刊对稿件的
需求， 增强对选题的判断及把握
能力， 提高写作和摄影水平， 更
好地发挥作用， 采写工会和一线
职工鲜活的工作生活内容， 及时
和多角度地反映所在单位风貌 ，

劳动午报社将举办通讯员培训班，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时 间： 2014 年 11 月 3
日———11 月 5 日

二、 地 点： 门头沟区西峰
山庄

三、 学习内容： 1．工会博览改
版后内容介绍； 2. 新闻摄影； 3．工

会新闻写作。
四、 对 象： 本市企事业单

位工会干部、 信息员、 宣传干部、
企划干部和本报通讯员等。

五、 报名时间： 即日开始。
六、 学习费用： 每人 900 元。
七、 联系电话： 63558687
传 真： 63558687

联 系 人： 邱 勇 付少玮
电 子 信 箱 ： ldwb2008@126.

com
地 址： 丰台区东铁营横七

条 12 号劳动午报社通联活动部
邮 编： 100079

劳动午报社
2014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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