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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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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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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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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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报情缘

□ 刘雪琴

在众多的报刊杂志中， 我可
以说 《劳动午报》 是我生活中离
不开的良师益友。 喜爱的原因是
它 以 职 工 喜 闻 乐 见 、 贴 近 现
实 生 活内容的趣闻轶事受到了
众多工友的喜爱。 作为它的忠实
读 者 ， 得 到 了 它 的 启 发 和 帮
助 体 现在我的工作中是显而易
见的。

我作为车间手机报的通讯
员， 平时免不了和文字打交道。
虽然以前有一定的写作基础和爱
好， 也曾有文稿见诸报端， 在单
位的各项赛事中 ， 也曾榜上有
名， 但是总觉得缺少点什么。 通
过接触 《劳动午报》， 从多年的
关注、 阅读、 欣赏、 揣摩后， 心
里豁然开朗。 原来是我写的文章
发飘 ， 说白了就是不接地气 ，
没 有从内心真正地融于现实职
工这个集体。 找到根源后， 我从
实践中不断学习， 虚心请教， 特
别是每天第一时间阅读下发到班
组的 《劳动午报》， 从中不断地
汲取精神食粮， 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 单位开通手机报以来， 多次
名列前茅， 曾获得一季度总分第
二名， 得到了嘉奖。 其实， 作为
后勤车间， 应该说与一线车间相
比没有任何优势可言， 而我却获
此殊荣， 可以说 《劳动午报》 功
不可没。

《劳动午报》 经常举行各种
培训讲座， 从不同角度提高读者
作者的写作水平和其它技能。 作

为火车头体协摄影协会的会员，
不仅从午报的图片版面吸取营
养， 还参加了午报记者来我单位
举办的摄影讲座 ， 从中受益匪
浅。

《劳动午报》 作为贴近一线
班组职工的报纸， 给我们紧张的
工作之余提供了精神食粮。 它伴
随着我走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
冬 。 虽然再过几个月我即将退
休， 但我会一如既往地继续关注
她， 和她一起风雨同舟， 荣辱与
共。

□陈寿昌 文/图

■家庭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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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 在全国大中学生中
盛行革命大串连， 不管谁只要在
学校革委会开了证明， 就可以到
火车站领取火车票去全国各地串
联， 乘车不要钱， 不论到了哪个
地方吃饭也是只记账不要钱。

1966年秋天， 我和我们学校
（北京26中） 的三个同学一起到
延安去串联， 革命圣地延安是我
们梦寐以求的地方 ， 在历史课
政 治 课 中 我 们 对 延 安 在 中 国
革 命 中 的 地 位 和 作 用 早 有 了
解， 因此， 第一个串联地点我们
选了延安。

从北京坐上火车直达西安，
到西安时我患了感冒， 发烧38℃
多， 另一个同学胳膊腕长了一个
大疮。 下车后先到鼓楼前的一个
小医院看病， 医生免费给了我一
些感冒药， 给另一个同学胳膊上
的疮换了药， 然后， 我们才去找
住的地方。 可是由于串联的人太
多， 接待处说没有地方住了。 我
们只好自己到处寻找， 后来找到
西安市26中， 接待的同学看到我
们也是26中， 就有一种亲切感，
破例给找了几个床位， 所谓闲位

只是教室中地上铺了一些稻草而
已。

从西安到铜川坐的是闷罐子
车， 就是货车， 没有座位大家席
地挤在一起， 晚上上的车， 在车
上出了一身汗， 清晨到铜川时感
冒却意外地好了。 从铜川到延安
只能坐敞篷汽车了， 一路上汽车
颠簸， 同学们昏昏欲睡， 一个个
灰头土脸的。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
间， 忽然有人喊： 宝塔山！ 延安
到了。 大家纷纷起身向前观望，
看到了雄伟的宝塔， 那激动的心
情难以形容。

来到延安， 参观了许多革命
历史遗迹， 少不了要去拜谒张思
德墓。 那时候， 全国兴起大学毛
泽东的老三篇 《为人民服务 》
《纪念白求恩 》 《愚公移山 》 ，
《为人民服务》 就是毛泽东在张
思德同志追悼会上作的演讲。 张
思德成了我们心中的英雄。 我们
来到烈士陵园， 在英雄墓前三鞠
躬， 每个人都手捧毛主席语录在
张思德同志墓前留了影。

这张珍贵的照片就是我当时
留下的， 距现在已经38年了。

■李宝忠 文/图

最近， 我在整理平日收藏的
各种票据时突然发现了两张 “汗
衫背心票 （军用）”， 分别是1982
年和1983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
业部印发的专供部队军人在全国
通用的 “汗衫背心票”， 对此我
不由浮想联翩， 感慨万千。

我之所以有这两张票， 是因
为我是军人出身。 我是1981年10
月入伍从山东到北京的， 当时正
是我国各种票证盛行的时代， 布
票、 棉票、 粮票、 油票等等可谓
是眼花缭乱，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
映了当时我国各种物资相对匮乏
的社会现实， 有些物品不是你有
钱就能买到的， 大多都是限量凭
票供应的。 我第一次领到 “汗衫
背心票 （军用）” 是1982年， 当
时既兴奋又好奇， 兴奋地是， 我
也有特种票了； 好奇的是， 它有
什么用？ 难道就是为了买件汗衫
或背心？ 对此我向老兵请教， 得
到的答复是———“这在以前是这
样， 军人个人买汗衫或背心必须
用此票， 但现在可用可不用， 因
为我们国家现在逐渐富有了， 没
票也可以买到。” 听完这话， 我
激动而又兴奋的心一下凉了半
截， 但又转念一想， 这票证虽然
可有可无， 但我喜欢， 于是就和
我喜欢的邮票一起用胶水粘在了
由硬纸板做成的信纸夹的封里上
面， N年后， 我又将信纸夹放在
水里浸泡后将这两张 “汗衫背心
票 （军用）” 取下晾干后收藏了
起来， 直到今天。

据了解， 我国布票是从1954
年开始发行的， 随着我国棉纺织
品的供应增加， 在棉布滞销， 化
纤畅销的大环境下， 1981年许多
棉纺织生产企业由于产品积压，
开始 “不收布票 ” 促销 。 1983
年12月 ， 国务院决定取消布票
（其中也包括 “汗衫背心票 （军
用）”）， 纺织品实行敞开供应，前
后整整历经了30年才停止使用。

如今， 这小小的票证不仅大
大见证了昨天我国的发展历史，
而且更警示我们要倍加珍惜今天
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并为明天
我们伟大祖国的进一步繁荣富强
贡献力量。

这张老照片记录的是1949年
“街派合并”前，敬胜胡同派出所
（现西城分局丰盛派出所）民警和
干部为辖区失业居民办理就业登
记。 为无业居民介绍工作当时被
作为派出所的一项工作， 工作人
员在就业登记时， 会介绍有一定
文化的居民报考大学进行深造。

1949年2月，北平市公安局军
事代表办事处派出军事代表分别
接管国民党政府北平市警察局在
境内的内二、四、五、六、七分局，
建立人民公安机关。2月4日，在国
会街北京大学四院礼堂举行了全
市地下党员大会。之后，党组织号
召民联、 民青的同学参加军管会
接收北平市政权的工作 ，2月13
日， 新机构定名为北平市人民政
府公安局第二、四、五、六、七分局
（西城分局）。 当时西城境内的内

二区政府设在白庙胡同的一个国
民党稽查所小白楼，共设15个保，
15个警察段，群众叫警察阁子。按
照这个区划分， 第二分局的每个
警察段为一个工作组， 都安排老
区来的老干部和学生干部任职。
当时工作组主要有几项工作：第
一项工作， 根据军管会颁布的通
告，分片召开群众会，向群众宣传
党的基本政策，消除群众顾虑，消
除国民党反动派宣传造成的影
响；第二项兑换金圆券；第三项是
清理垃圾；第四项是给无业市民，
特别是基本群众介绍工作。 工作
组除了这几项工作外， 还要联系
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

当时派出所特别强调密切联
系群众， 工作重点是建立积极分
子队伍，做到耳聪目明，依靠群众
打击敌特分子，管好社会治安。

拜谒张思德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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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年前的派出所
民警和街道干部 □刘鹏 文/图

午报，我离不开的
良师益友

■青春岁月

■图片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