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庭相册

□宋序彦 文/图

□ 燕莎商城 张英

午报助我了解了
工会工作实质

■午报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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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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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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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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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岳江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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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43周年 妻子为我生了大胖小子
国庆50周年 一家三口参加群众游行
国庆65周年 儿子参与保障公祭活动

■图片故事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5周年 ，
全国各族人民的眼光再次凝聚在
首都北京的天安门广场。 周日，
行走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我， 心情
澎湃， 思绪万千， 我仿佛又回到
参加国庆50周年那激动人心的庆
典中。 当时在群众游行 “温馨方
队” 中， 我有幸代表军人家庭参
加了 “三口之家 ” 群众游行方
队。 那天， 解放军报、 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都报道了我的一家三口
事迹。

1999年年初 ， 经过层层选
拔， 我们一家三口入选了国庆50
周年群众游行 “温馨方队”。 入
选机会难得， 我的战友、 亲友、
同学， 都为我们而感到骄傲和自
豪， 单位的同志也非常羡慕我拥
有这个珍贵的机会。 我们一家先
后在东城区几所学校排练多次、
预演2次， 有时排练到晚11点多
钟， 但是我们从未有过丝毫的懈
怠。

当我听说国庆游行指挥部要
求 “三口之家” 在国庆那天要穿
出最漂亮的衣服时， 我便与妻子
合计着拿出一笔积蓄， 到北京最
好的商场为我购件上档次的Ｔ恤
衫， 为妻子置下一件质地优良、
色彩鲜亮的连衣裙， 给儿子买一
套喜庆气儿浓的质量上乘的童
装， 我们一家三口风风光光地走

过天安门 ， 在全国人民面前亮
相！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１日 ， 天安门广
场， 在阅兵式结束后， 紧随着的
是群众方队。 当 《好日子》 的音
乐响起 ， 我儿子骑在我的肩膀
上， 我们手拿着鲜花、 气球， 迈
出铿镪有力的步伐， 从王府井大
街女子百货向右转弯， 沿着东长
安街， 途经北京饭店、 天安门广
场、 工人文化宫， 一直到西长安
街第一个拐弯处， 我们一家始终
心情激动万分， 眼睛目视前方，
没有感到一点累。 有幸的是， 人
民日报记者拍下这一历史瞬间镜
头 。 多 么 严 整 豪 迈 的 阵 容 ，
多 么 震撼人心的足音 ！ 天安门
城楼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东西
两侧观礼台上的来宾， 为这宏大
的阵容和整齐划一的步调而喜
悦， 而惊叹， 无数双手向着我们
挥舞。

对于我儿子来说， 这一天也
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日子， 因为
在 天 安 门 广 场 有 这 么 多 的 人
集 体 为他过了一个最特别的生
日。

儿子是在１９９２年的１０月１日
出生的， 当时我还在南京陆军指
挥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 那天，
我突然接到一封发自家乡的加急
电报， 原来， 我做爸爸了， 妻子

为我生了个大胖儿子！ 一时， 我
乐不可支， 同时也为儿子降生在
国庆节而欣慰。 不久， 妻子来信
和我商量为儿子起名的事儿， 并
附上了亲友们起的 “魏童 、 魏
来” 等名字供我参考， 而我看了
都摇摇头， 提笔在回信中写上了
在我心中酝酿已久的 “魏庆” 两
个大字， 并注明万万不能再改动
了。 我这样做的目的， 是让儿子
永远铭记和共和国同一天庆祝生
日！

确实， 儿子魏庆还真不负父
望， 在1999年７月２４日国庆游行
指挥部为126余户 “三口之家 ”
的体能训练而举行的爬香山比赛
中， 浑身是劲的儿子冒着京城鲜
见的４０摄氏度的高温， 挣脱父母
搀扶， 撒开脚丫子一路领先登上
终点， 抱回了一等奖的汽车模型
奖品， 为这个军中 “三口之家”
争了光、 添了彩！

如今， 我儿子魏庆已在北京
建筑大学读大四 ， 任学生会主
席， 他荣幸参加了保障今年9月
30日上午10时国家领导人在天安
门广场举行公祭烈士活动， 我们
夫妇真为他感到骄傲和自豪。 10
月1日那天， 我们一家共同祝福
我们伟大祖国的生日， 也祝福我
儿子生日快乐， 不辜负学校老师
和父母的重托。

30多年前， 彩色照片在人们
的日常生活中 ， 还是个新鲜事
物。 大多数国产相机拍摄的都是
小小的黑白照片 ， 我家也是如
此。

1983年的十月金秋时节， 正
值国庆放假期间， 家中的一位亲
戚来看望我的父母， 带来一架彩
色照相机， 相机里还存有不多的
几张胶片可供拍摄。 家里的亲人
们围着相机， 像如今鉴赏古董一
样细细打量， 小孩子们甚至都不
敢伸手摸一下。

当年， 我承担同步卫星发射
测控系统工程的工作， 常年到西
昌出差； 我的爱人承担的是核潜
艇水下发射试验的工作， 常年出
差到大连。 由于工作的原因， 我
们一家三口一年到头很少团聚在

一起。 这次国庆节是难得的一个
假日， 让我们三口之家团聚在了
一起。

面对这次珍贵的拍彩照的机
会， 我们全家都格外重视。 认真
整理了头发， 换上节日才穿上的
漂亮衣服， 端端正正地坐在平房
小院北屋的客厅里， 拍下了这张
具有纪念意义的照片。

如今， 30多年过去了， 我们
一家由北新桥的平房小院， 搬进
了宽敞明亮的新楼房， 照片中三
个人身后的老式显像管电视机也
进入了旧货商店， 但传递在我们
一家三口之间浓浓的亲情历久弥
深。 我们三人在当前的大好年代
中， 紧跟时代步伐， 期待我们伟
大的祖国早日富强昌盛， 实现中
国梦这一宏伟目标。

我家的
第一张彩色照片

“思维活跃 ， 待人热情 ， 勤
于沟通， 善于组织” ———这是朋
友、 同事给我的评价， 这也是我
在工会工作六年多来积累和学习
的经验。

说起学习 ， 真的很不容易 。
记得刚来工会的第一天， 面对陌
生的工作环境和内容一片茫然。
为了能够尽快融入工作， 我主动
向领导和同事请教， 在他们的帮
助下， 开始了有针对性的学习，
通读 《工会法》 和 《工会章程》，
翻阅大量工会资料， 特别是与工
会相关的报刊、 杂志等。

其中， 给予我最大帮助的就
是 《劳动午报》 了， 它涵盖了新
闻、 人物、 专题、 文娱、 体育等
栏目， 它将首都各级工会组织和
企业职工的工作、 生活、 活动状
态及时地反映出来， 让我第一时
间了解当下工会发展、 活动的状
态； 明确了工会工作发展的方向
和目标。 它是我学习中的一本百
科全书， 更像老师一样， 帮助我

了解了工会工作的实质和内涵。
由于工作宣传的需要， 有机

会和 《劳动午报》 的许多记者有
所接触， 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了解了许多及时讯息， 提高了写
作能力和水平。 为了更好地宣传
企业文化和职工风采， 我们也经
常向 《劳动午报》 投稿， 每当看
到自己的稿件在劳动午报上登载
出来， 看到通过自己的描述， 让
更多和我们一样的首都职工了解
燕莎的企业文化和燕莎人的风
采， 心里甜甜的。

现在邮局、 报亭、 互联网上
的新闻杂志、 报刊数不胜数， 但
是真正反映我们岗位一线的职工
生活、工作故事的报纸杂志非《劳
动午报》和《工会博览》莫属。它们
使我了解了工会工作的重要意
义，拓展了工作思路，多年来它们
成为我服务职工的得力助手。

关注劳动午报， 关注职工生
活， 让我们在充满墨香味道的版
面里感受不一样的生活气息。

我与国庆的不解之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