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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午报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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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报情缘

午报与我， 如君子相交， 虽
不如醇酒浓烈 ， 但始终温润纯
澈， 丝丝缕缕滋养着我的心田，
不觉间如老友般的结缘已经有十
数载了。

初识午报 ， 还是在世纪之
交。 那个时侯， 我刚刚毕业， 进
单位做设计工作， 闲暇也喜欢信
笔涂鸦， 然后把一些自认为可读
的文字投给各类报刊。 没想到的
是， 我收到的第一笔稿费就来自
劳动午报。 从此， 我便与午报有
了不解之缘。

后来， 我转行开始做工会工
作， 午报则渐渐成为我工作中的
良师挚友， 虽不多语却默默地支
持与关怀， 每每遇到疑惑不决的
时候 ， 翻开报纸 ， 必能豁然开
朗， 上级工会的新思路， 兄弟单

位的好经验， 政策面的解读， 维
权工作的实例……套用一句时尚
的话———总有一款适合你！

再后来， 我到控股公司宣传
部门工作， 与午报的关系更是密
切了起来： 阎义本就是我们 宣
传 部 的 老 人 ， 而 璐 曼 总 是 跑
到我们基层来一次次的采访 ，
通过报纸， 通过文字， 我与午报
人不仅相遇， 而且相识、 相交，
相惜， 相重， 遂有一份默契与从
容……

现在我又回到工会的岗位 ，
一直陪伴在身边的仍是那张透出
淡淡墨香的午报， 改版后的报纸
秉承着午报服务职工的一贯风
格， 职工的生活， 职工的文化，
职工的感受在报端随处可见， 因
为 “劳动 ” 是午报的魂 ;而在不

经意间的些许变化让我有份小的
惊喜， 从字里行间感受着午报的
求索与创新， 承载着午报人对未
来的执著与憧憬。

我与午报， 君子之交如水 ，
因志同道合而一路同行， 每当拿
起午报阅读或者想起报上的某篇
文字总是会淡淡的有份温暖， 慢
慢地沁入心扉。 作为一张给广大

职工朋友看的报纸， 午报始终没
有变的是那朴实无华的文字风
格 ， 还有那贴近地气的新闻内
容， 还有那一颗颗服务大众的午
报人的热忱之心， 我想午报看重
的不光是头顶的蓝天， 也许更在
意地是脚下的这片热土， 祝愿扎
根于广大职工中的午报每一步都
走的坚定而扎实。

这两天， 央视正在热播电视
连续剧 《开国元勋朱德》， 看着
电视中朱老总和蔼可亲的光辉形
象， 我就想起了当年的一段青春
记忆。

那是1958年10月， 原北京市
建工局在西城区三里河的一片空
地上 （今三里河菜市场现址 ），
建了几栋简易展馆， 举办了 “快
速施工” 展览会， 展示所属企业
技术革新成果 ， 推广 “快速施
工” 先进经验， 与建筑业同行进
行交流。 这本是一次规模不大，
展期不长的技术性展览， 没料到
竟受到国家领导人朱德副主席的
关注， 亲自前来参观。

当时我19岁， 是北京土建学
校的毕业生， 正在人民大会堂工
地参加劳动锻炼， 被组织上临时
挑选到展览会， 在综合一馆当讲
解员。

那一年11月6日 ， 一辆黑色
轿车径直开到展馆前， 我惊讶地
发现走下汽车的竟是朱德副主
席。 由于我事先毫不知情， 没有
一点思想准备， 又从没见过这么
高级的领导人， 面对慈祥可亲的
朱老总， 竟激动的一句话也说不
出来。 倒是朱老总操着浓重的四
川口音对我说 : “小鬼 ， 在哪里
读书呀？” 我涨红了脸， 结结巴
巴地说 : “我在建筑专科学校已
经毕业了， 正在工地参加劳动锻
炼。”“哦，是个技术员吧？那你就
讲一下子什么是快速施工呀！”我
先是一愣， 但好在曾经在工地干
过一段时间， 对快速施工多少有
一点了解， 赶紧回答朱老总说，
“比如一个瓦工，一天的劳动定额
是砌800块砖，现在用上了技术革
新的铺灰器，一天能砌1600块，工
效提高一倍。各工种、各流程要是
都能这样 ， 那施工速度就快多
了！” 朱老总听后，高兴地说，“快
速施工能起很大作用， 你们的施
工速度快了， 北京的建设时间就
大大提前了”。 他又对陪同的董
文兴局长说， “也要保证质量，
注意安全吆！” 董局长等领导都
不住地点头。 朱老总又走到正在
建设中的和平里小区大沙盘前，
询问了小区规模多大， 能供多少
户老百姓居住等问题， 我一一作
了回答 ， 紧张得汗珠都流了下
来。 朱老总边走边对我说， “你
讲解的不错， 年轻人有知识， 还
要多在实践中学习哦！”

展会结束后， 我重回工地劳
动。 老总亲切和蔼的面孔， 平易
近人的作风， 对我亲切的教诲一
直留在脑海里， 响彻在耳边。 我
牢记他 “多在实践中学习” 的教

导和叮嘱， 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
动， 在一年时间里， 辗转干过瓦
工 、 抹灰工 、 钢筋工 、 混凝土
工， 学到了很多的施工本领， 成
为日后工作中一笔宝贵的财富。

56年时光流转， 我如今已75
岁了。 当年朱老总的音容笑貌，
举止言谈， 我仍然记忆犹新， 那
是我青春岁月中一件难忘的幸福
往事啊！

遗
失
声
明

达文西专艺（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不慎
将营业执照号为 110 107 014 804 499 的营
业执照正本 、 副本 ， 税务登记证号为 110
107 593 860 013 正本、副本，组织机构代码
证号为 593 860 013 的正本、副本、IC 卡，单
位公章。 单位财务章、单位发票专用章、单
位合同章、单位法人章不慎丢失，特此声明
作废！

在我家的立柜中， 有一个大
铁盒， 铁盒里珍藏着几张昔日使
用的食用油票。

40多年前， 国家实行计划经
济， 老百姓吃的用的， 是凭票证
供应的。 每个人每月吃的粮食，
吃的油， 是政府定量， 统一管理
的。 每人每月发半斤油票， 只有
逢年过节， 政府发补助油票， 凭
节日补助油票， 到指定的副食商
店买油。 节日补助油每人虽然只
有2两， 但人们领到了有 “小灯
笼” 的油票， 还是特别高兴， 过
节了多炒俩菜。 计划经济， 凭票
证供应， 人们的日子也必须计划
着过， 粮油计划着吃。

改革开放后， 国家的经济大
发展， 物质极大的丰富， 政府取
消了票证， 昔日每人每月半斤油
的日子， 一去不复返了。 人们想
吃什么有什么， 想买什么有什么 。
各种品牌的食用油， 超市里随您
购买， 促销时还白给一小瓶油。

昔日的油票虽然没用了， 但
是看到这几张油票， 我还能回忆
起父母在世时， 操持家务时的艰
辛。 油票记录了历史。

这正是： 昔日凭票半斤油 ，
过节才见 “小灯笼”。 如今粮油
随便吃， 市民赶上好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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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日凭票半斤油
过节才见“小灯笼”

56年前建工局举办展览会

我给朱老总当讲解员

■图片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