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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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首席记者 阎义 文/翻拍

我当过7年列车广播员
这张照片是蔡春香任京沪第

三包乘组广播员时的工作照。 她
说 ： “这是我当 ‘五好工人 ’，
为宣传我而拍照的相片。”

1961年 ， 蔡春香是京沪线
21/22次特别快车的列车员 。 干
了8年的列车员之后， 她又转行

当了近7年的广播员 。 这期间 ，
她在业务上和政治上有了突飞猛
进的提升。 她说： “当广播员虽
然不如列车员苦和累， 经历的事
情多， 但广播员也有自己的特点
和任务。 那时的广播内容更多的
是服务旅客的内容， 比如报站、

告诉旅客乘车安全等内容。”
在行程中， 除了广播服务内

容外， 更多的是调解旅客旅途中
的枯燥。 她说： “那时， 广播内
容政治性非常强， 不厌其烦地读
‘老三篇’， 就是 《为人民服务》、
《纪念白求恩》 和 《愚公移山》，

还有朗诵毛主席的诗词。 根据当
时的形势， 广播上级发的材料。
正是 ‘文革’ 最热闹的时候， 几
乎每天都能够接到毛主席的最新
指示。 我们还要插播最新指示。
‘批林批孔’ 运动来了 。 我就播
这方面的内容。 ‘反击右倾翻案
风’ 刮来了， 我就播 ‘反击右倾
翻案风’ 方面的内容。 谁也不知
道什么风向。 粉碎 ‘四人帮’ 的
喜讯传来， 我又及时地把这个喜
讯播出 。 我播得口干舌燥的时
候， 休息一会儿， 就播八个革命
样板戏的唱段。”

蔡春香还是愿意播服务旅客
的信息。 她说： “列车上的寻人
启事比较多。 比如， 有的旅客从
后面上了车厢， 而他的同伴从前
面上了车厢。 他们就找到广播室
让我播寻人启事。 某某人在哪节
车厢等某某人。 我赶紧插播这条
信息 。” 还有的旅客突然患病 ，
蔡春香还要寻医问药。 她曾经遇
到过两次在列车上临产的事情。
孕妇家属请她在列车寻找能够接
生的医生。 有一次， 孕妇临产。
她帮助寻找到一位男医生帮助接
生。 而她则帮助把刚出生的、 黏
黏乎乎的婴儿洗净， 用床单包裹
婴儿。 到站后， 在列车生产的妇
女很感谢蔡春香。

蔡春香在广播之余还帮助列
车员为旅客倒水、 送饭。 她说：
“一个车组30多人， 难免有个头
痛脑热的 ， 缺岗的 。 我就出把
力， 顶替一下。” 就这样， 蔡春
香多次被评为 “五好工人”。 她
说 ： “1971年 ,恢复党组织生活
后 ， 我是第一批没有经过预备
期， 就入党的党员。 1975年， 我
作为北京市妇女代表参加了国庆
宴会。”

□刘跃华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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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荣欣 文/图

翻阅这张十七年前的老照
片， 站在前排发言的就是我。 站
在我身后的有团市委、 海淀区和
市政工程总公司的领导 ， 主持
“文明共建白颐路” 活动揭幕仪
式的是海淀区团委书记苗立峰。

1997年3月初 ， 我们市政工
程总公司承建的白颐路改扩建工
程就要开工了。 那时， 我担任市
政工程总公司的团委书记， 按照
以往的惯例， 团委要在开工前 ，
结合现场指挥部的要求和新开
工程的特点， 研究制定青年突击
队竞赛方案和对外宣传活动方
案。

那些年， 我们组织青年突击
队竞赛活动 ， 亲身经历了 “西
厢” 工程、 西北三环改造等重点
工程的洗礼， 因此， 制定竞赛方
案以及组织竞赛的实施轻车熟
路。 但这次研究制定对外宣传活
动方案时， 我们根据在市区繁华
街区施工， 高等学府多、 高新企
业多、 施工影响大的特点， 改变
了以往配合施工进展的不同阶
段 ， 自编自导 “三部曲 ” 的形
式， 也就是在开工前、 施工高峰
期以及工程竣工后， 集中组织参
战单位按施工区域设点、 分片进
行统一主题的对外宣传服务活动
的做法 ， 尝试与海淀区团委联
手， 以开展文明共建的形式， 策
划好白颐路改扩建工程施工过程
中的对外宣传活动。

我们按照这一思路制定的白
颐路改扩建工程对外宣传活动方
案， 得到了市政工程总公司党委
顾希贤副书记的充分肯定 。 之
后， 我和团委的郁青松副书记带

着宣传活动方案先向团市委城区
部的领导进行了汇报， 又多次找
到海淀区团委的领导进行了深
入的沟通和交流， 特别是得到
了海淀区团委苗立峰书记的全力
支持。 他不仅专门召开全区的团
委系统会对开展文明共建活动进
行动员， 还让我们到会介绍白颐
路改扩建工程情况和对外宣传活
动方案。 同时， 还在那次会上宣
布了在驻区的大学 、 部队中组
建 10支 青年志愿者服务队的决
定， 明确了白颐路改扩建工程施
工所在区域的街道、 沿线单位团
组织 “文明共建” 活动的具体任
务。

一年多来， 从白颐路改扩建
工程开工到竣工， 海淀区近万名
的团员青年高举志愿者的旗帜来
到施工沿线， 开展了多种形式的
宣传服务活动。 大学生们利用业
余时间轮流站交通岗， 为保证工
程的顺利进行疏导交通； 沿线的
商业大厦团组织每逢过节都把慰
问品送到建设者的手中； 驻区部
队的多支学雷锋义务小组定期到
工地为建设者服务； 海淀区团委
还配合施工进展， 与市政工程总
公司团委一起成功地组织了几次
较大规模的社会宣传服务活动，
受到了时任团市委吉林书记的好
评。

每当我乘车路过白颐路， 都
情不自尽地把头伸向车厢外， 一
种自豪感和荣誉感油然而生， 仿
佛又看到了那一面面团旗和青年
突击队的队旗遥相呼应， 迎风飘
扬， 仿佛又看到了那一张张充满
激情、 青春焕发的笑脸。

照片上的这两位女性， 左边
的这位是我的妻子田翠芝， 右边
的那位是我叫 “大姐 ” 的李银
翠， 她们是两位曾经的军嫂。

这张照片1977年初春拍摄于
西藏高原的日喀则市。 那时我在
日喀则军分区政治部工作， 我妻
子在几百公里外的澎波医院工
作。 她到日喀则来探亲， 恰巧碰
上隔壁住着的我的领导贾成杰的
爱人李银翠随军来队。 她们两人
个头一样、 脾性一样， 话很能说
到一块， 经常一起去食堂打饭，
一起上街逛商店 ， 没有多长时
间 ， 就处得像亲姐妹一样 。 那
天， 她们一起找到科长， 说要照
一张合影像， 科长就让我给她们
拍照了这张照片。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不久 ，
李银翠大姐就复职回了山西老
家。 再后来， 我妻子内调， 我和
贾组长也相继转业离开西藏， 从
此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回到内
地后， 我妻子田翠芝说起在西藏
的经历时， 多次提及在日喀则探
亲时与李银翠大姐的交往， 说她
热情好客利索能干， 是位善解人
意的好大姐。

两位军嫂
雪域探亲

团旗在“白颐路”
改扩建工地飘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