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片故事

一位老工会主席的情怀

■午报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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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光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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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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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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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劳动午报
学新闻写作

潘老两年多没来了， 但我总
觉得那走路缓缓熟悉的脚步声，
就在不远的地方。

回想起来， 我和他已相识很
久了。 1985年的时候， 建委工会
从我们水厂借调一人去帮忙， 可
巧单位就推荐了我。 当时建委工
会的潘卓夫主席五十四五岁， 穿
着一内里有羊毛掉了一个纽扣的
布袄子， 他不爱说话， 埋头写材
料时一坐就两三个小时。 他听说
我喜欢写点新闻稿件， 便介绍我
认识了报社的秦宜民老师。 更记
得有一天， 我独自一人在办公室
里烧开水， 不慎把电水壶芯子烧
裂了。 我见潘主席进门时， 很是
紧张， 潘主席见了笑着说： 不怪
你， 我先前写材料时也烧坏过电
水壶芯子 。 你可能又琢磨稿子
了， 等会我让马师傅拿去配去。

潘主席平和宽容的几句话 ，
让我记住了他多年 。 直到 2004
年， 平头百姓的我在离他家不远
处摆了一个小摊， 才有幸又接触
到他。 他的穿着依然朴素， 冬天
似乎还穿着20年前的那件旧袄
子。 只是下身穿的更笨壮了， 肥
肥的羽绒裤内衬有拉毛裤子等。
他的耳朵明显得背了， 我和他说
话时需要贴得很近， 有时甚至要

用笔写给他看。 那段时日， 我和
他谈的话题多是做小生意的。 他
问我每天能挣多少钱？ 我说有时
还可以。 “可以就好。” 这是他
常鼓励我的话语。

2008年秋天， 我家中突发了
一件事却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
离。 那年10月， 我78岁的父亲一
夜间乘鹤离去了。 过后有月把时
间， 潘老到我摊前时， 我看着他
不由地更想起了父亲。 我捂着一
汪泪水低下 头 去 ， 他 劝 导 我
说 ： “过 去 的 事 就 算 了 ， 人
迟 早 都 要 走 这 一 步 的 ， 虽 说
你爸走的急了些 ， 但最终也没
受大罪 ， 你要想开点……” 其
后， 我的手机经常收到他关心我
的短信息， 渐渐地我和他似乎成
了父子般的朋友。

有一次， 他有20多天没有发
短信息来， 我不放心地给他家打
了电话 （他耳朵背听不见手机
声）。 他老伴说， 老头子的气管
炎又犯了， 他去医院吊水了。 一
个近80岁的老人 ， 去医院方便
吗， 我骑车赶到那里， 他已往家
走了 。 还有一次 ， 潘老到我那
玩， 发现我的手非常吃力地写着
字， 便问我， 这大拇指怎么肿得
这么厉害？ “骑车摔的。” “到

医院检查了吗？” 他又说： “不
能大意呀， 不然拇指残了就麻烦
了。” 接着， 他从家里拿来两盒
消炎药， 非要陪我去医院拍个片
子。

2010年10月的一天， 不常打
电话的潘老突然打电话给我， 要
我帮他发个传真。 他说近日整夜
睡不着觉， 先前认识外地的一位
中医， 想请中医给开些药吃。 我
骑车到了他家楼下， 走路没劲的
潘老要我骑车带他一起去发病情
传真。 我反复提醒他要坐稳了，
别栽下了。 这样， 在复印店里接
收了对方传来的药方， 我又把他
送了回去。

之后， 潘老失眠仍很严重 ，
夜夜不能入睡， 病中急躁的他叫
我带他去某医院治疗， 我扶着他
来回坐公交车开来一种药。 其后
他发来短信说： “现在睡眠好多
了， 可就是咳嗽不止……” 我回
复说 ： “您注意保暖 ， 慢慢来
吧。”

不想没过多日， 潘老便舍我
而去了。 那时， 我心里就跟痛失
父亲一样难受。 出殡那天， 我没
有亲自送行， 只站在凛冽的风雪
中， 在他家楼下的马路边， 默默
向他鞠了一躬……

■工会岁月
或许在你现在和曾经的工会工作中， 有无数个细节如同过眼云烟飘过。 但总会有

一些小故事伴随着某些物件、 某些人和某种符号留了下来。 比如一次活动、 一个日
子、 一张照片……

转眼间， 《劳动午报》 即将
迎来22岁生日， 22年来， 我与劳
动午报结下了难舍难分的情缘。

22年前 ， 初学新闻写作的
我， 一点基础都没有， 只是看着
报纸 “照葫芦画瓢”， 虽然给报
社投稿也不少， 但变成铅字的却
没几篇 ， 而自己却不知个中原
因。 恰恰此时， 认识了刚刚复刊
的 《北京工人报》， 通过参加通
讯员培训班， 报社编辑、 记者给
我们讲解了新闻写作的基础知
识、 如何拍好新闻照片， 以及基
层通讯员在撰写新闻稿件和投稿
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和误区等等，
使我受益匪浅。

我将这些新闻写作知识进行
认真归纳整理， 并用于自己的写
作、 拍照实践， 收到了很好的效
果。 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 我写
的 《丰台机务段为职工家庭保
险 》 、 《丰台机务段安全生产
2000天》、 《“毛泽东号” 机车安
全运行600万公里》 等相继见报，

极大鼓舞了我的写作热情。
进入 2000年 ， 《北京工人

报》 改名为现在的 《劳动午报》，
为了适应现代报纸 “短 、 平 、
快” 的需求， 提高自己的新闻写
作和采访水平， 我开始学着和报
社记者一起采访， 一起写稿， 很
是奏效。 一有新闻线索， 第一时
间给午报拨打热线电话， 和报社
记者一起到现场采访、 拍照， 并
先后采写了 《没有 “身份” 的人
生》、 《老北京城砖现身丰台货
场 》 、 《长辛店居民呼吁保留
“老北京记忆 ”》 等有分量的稿
件， 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回想几年来自己取得的一点
成绩， 点点滴滴都离不开 《劳动
午报》 对我的关爱， 是 《劳动午
报》 教会了我写作、 教会了我关
注社会， 更教会了我怎样做一个
对社会有用的人。

伴随着午报的再次改版， 我
看好 《劳动午报》。 午报是我师，
我是午报友。

2004年4月23日 ， 王府井书
店在全市举办了一场 “我与王府
井书店” 的征文活动， 我写的征
文获得了主办方的认可。 受主办
方邀请， 我参加了一个小型征文
作者见面会。 那天， 坐在我旁边
的是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李
放。 老人告诉我， 他16岁参加革
命 ， 现在的名字就是那时候改
的， 离休前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
院副院长。 老人夸奖我征文文章
写得好， 鼓励我在今后的人生之
路上， 还要多读书， 读好书。

1939年， 16岁的李放参加革
命工作， 17岁入党， 当时正值抗
日战争时期的初期阶段， 革命形
势和对敌斗争都很严峻。 为了粉
碎敌人的封锁， 缓解抗日根据地
的困难， 晋察冀边区政府领导广
大军民开展了积极的经济自救活
动， 发展合作社就是其中的一种
重要方式。 老人对我说： “当时
我就在合作社工作。 我的主要任
务就是为群众解决生活困难， 改
善生活。 由于敌人的封锁， 农民
生产出来的产品没有地方销售，
于是合作社帮群众找出路， 通过
有组织的输入、 输出等商业活动
方式 ， 使农民群众免受中间剥
削， 保障了群众日用必需品的供
给和土特产品的推销。”

李放爷爷对我说： “那时的
工作离不开群众， 没有农民群众
的支持， 我们就无法开展工作 。
只有把群众动员起来 ， 组织起
来， 我们在群众的海洋里， 才能
如鱼得水。” 李爷爷充满深情地
回忆道， 刚一离休就马上赶赴当
年的抗日根据地， 找到当年自己
的堡垒户， 畅叙亲情。 我从他那
慈祥的目光中， 看到了老一辈革
命家对祖国， 对人民真挚的热爱
之情。

在后来的岁月中， 我在读书
方面有了心得体会， 或李爷爷又
参加了新的社会公益活动， 我们
都会互通消息， 畅叙友情。 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 在2008年， 李放
爷爷成为了北京市最高龄的奥运
会志愿者。 85岁的老人与青年志
愿者一起捡拾垃圾， 清理环境，
维持交通秩序， 在大街上巡逻。
当我从电视上看到李爷爷一家四
代人， 代表北京市民， 同奥运村
村长一起为 “如意” 揭幕， 向奥
运村及运动员送祝福时， 心中充
满由衷的喜悦和敬佩之情。

一晃10年过去了， 李放爷爷
的为人处世， 以及他以为社会服
务为荣 、 为群众服务快乐的精
神， 始终鼓励鞭策着我在人生的
大路上一路前行。

□宋浴光

□范纪萍 文/图

革命老前辈
鞭策我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