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年排练小节目
大受职工欢迎

□北京同仁堂 王雪雯

■图片故事

这是一张摄于40多年前的老
照片， 照片中的俊男靓女如今都
当上了爷爷、 奶奶。

上世纪七十年代， 单位成立
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我们
二十几个姑娘小伙排练了一批小
节目， 深入到各市政工地为工人
师傅慰问演出 。 节目虽简单粗
糙， 但在当时， 工人师傅们看到
我们演的节目甭提多高兴了。 演
出空闲时间， 我们几个要好的队
友聚在颐和园， 留下了这张纪念
照， 这份永恒的记忆。

当年我们市政的工地分散，
而且多半都在山区。 我们坐在大
卡车上， 去延庆、 去密云， 为修
筑山区公路的工人师傅们演出。
舞蹈 《地道战 》 、 《大刀进行
曲》， 京剧演唱 《红灯记》、 《沙
家浜》， 天津快板 《全家人同看
〈白毛女〉》， 还有当年流行的演
出形式如对口词、 锣鼓词等。

那个年代， 我们的每场演出
都受到了职工们的热烈欢迎， 他
们希望我们经常来演出， 为他们
送去丰富的精神食粮。

军营中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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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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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建国 文/图药费的故事

我在京城的一家运输公司当
过很多年工会文体干事。 这其间
经历过许多事。 有一件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1998年的秋天我刚到这家公
司， 我们的老工会主席刘德春也
接手工会的工作时间不长。 当时
整个社会生活处在转型期， 各方
面的改革方兴未艾， 这自然也触
及到了企业的一些深层问题， 工
会在企业里该发挥怎样的作用是
个课题。 那时我们的工会组织日
常的工作主要是做好宣传工作、
适时组织职工参加文体活动、 逢
年过节的慰问活动等。 同时， 工
会也兼管退休工人的工作。

我们是一家老企业， 负担很
重， 当时退休工人药费报销还是
归企业管， 我们有200多名退休
工人， 每到星期二都有老工人来
报销药费。

我记得， 当时的老主席刘德
春工作挺忙的。 平时， 他到基层
找职工了解情况 、 走访退休工
人。 当时有个情况给我留下的印
象特别深， 经常有老工人到工会
找刘主席反映问题， 说自己的药
费拖了很长时间一直没报销， 其
中有不少人家里也挺困难的。 开
始我们听后也只能劝解一番， 说
“这种情况现在太多了”。 可刘德
春没简单地看这个问题， 他认为

这个问题具有普遍性。 他一方面
跟企业领导协调， 一方面积极想
办法。 那时我们工会的人都觉得
这事挺为难。 刘德春把退休工人
的药费做了一个统计 ， 他说 ：
“过一段时间给大家一个答复。”
几个月后公司筹集了一部分资
金 ， 陆续给退休工人们报销药
费。 退休工人奔走相告， 全都来
了， 很快资金告罄。 工会主席就
先从自己兜里拿出钱来垫付， 然
后记上账。 后来我们才知道， 为
此他先后垫付8200多元， 具体那
几块零钱我记不准了。 那些年，
我们一般科室人员每个月只有四
百元左右的收入， 这8000多元钱
可是我们将近两年的收入。 刘德
春即使挣得稍多点， 也是一年半
的工资啊。 后来随着北京市出台
了退休工人医疗报销制度， 这个
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后来刘德春在这个岗位工作
了多年， 为单位职工做了许多具
体而平凡的事情。 很多人也知道
了刘德春为退休工人垫付药费的
事， 大家都挺受感动。 尽管这件
事过去了很多年， 我们单位还是
有很多人依然记得垫付药费这件
事， 大伙儿都还很服气刘德春这
个工会主席。

图为本文作者 （左） 和刘德
春的合影。

□宋序彦 文/图

■青春岁月

我喜爱唱歌 。 1998年退休
后， 单位的老干部处组建了柔力
球队、 合唱队、 太极扇队供人们
选择参加， 丰富生活。 我毫不犹
豫地挑选了合唱队 。 第一次参
加， 还要求我这个新队员表演一
个节目 ， 我不假思索 ， 张口就
唱： “雄伟的井冈山， 八一军旗
红。 开天辟地第一回， 人民有了
子弟兵……” 这首歌 《人民军队
忠于党》， 我太熟悉了， 已经融
化在我的整个身心中。

1956年， 我高中毕业被保送
到军校学习。 可以说， 我的十年
军旅生涯都是伴随着军营中的歌
声度过的， 唱歌也成了我的一大
爱好。 1958年， 我来到西安军事
电信工程学院学习。 在军校的日
子里， 整天都离不开歌声。 我们
在去教室的路上； 下课后去食堂
就餐； 开会前， 看电影前， 都要
排着整齐的队列， 高唱嘹亮的歌
曲。 “我们走在大路上， 意气风
发斗志昂扬。 共产党领导革命队
伍， 披荆斩棘奔向前方……” 这
首 《我们走在大路上 》 ， 还有
《解放军军歌》， 《我是一个兵》
等， 都是我们常常唱起的歌儿。

忘不了当年在军营中热烈的
拉歌场面 。 在开会或放电影之
前， 各连排集中坐在大操场上。
一个连带头唱起了歌儿， 你就听
吧， 紧跟着， 各连便争先恐后，
此起彼伏地赛着唱起来。 当年，
我们都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 充
满蓬勃朝气， 唱起歌儿来， 使足
浑身的劲儿， 脖子和脸膛都涨得
通红， 嘹亮的歌声热火朝天地响
彻在学院的上空。

西军电当时在校的教职员工
及学员战士有近两千人， 在西安

算是一个大规模的驻军单位， 每
年的 “八一 ” 建军节和春节期
间， 上级单位都会派出文艺团体
到我校进行慰问演出。 记忆中，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阵容强大
的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到我校进
行的三次演出。

演出时的场面热烈极了， 台
上台下互动 ， 到处都是欢声笑
语， 几乎每个演员的节目都因为
太受战士欢迎而不得不再次返
台， 尤其是著名歌唱家马玉涛、
耿莲凤 、 张振富的演唱更是如
此。 马玉涛的经典歌曲： 《马儿
啊， 你慢些走》， 《看到你们格
外亲》， 《老八路》 等， 把台上
演员和台下战士的心完全连结在
一起。 每次演出， 马玉涛都要一
口气连唱四五首歌， 更可贵的是
她本人高尚的品德和修养。

马玉涛到我们学院进行慰问
演出， 见到我们学员， 就像是一
个大姐姐来看望自己的小弟妹们
一样亲热。 她利用演出的空余时
间， 深入到学员宿舍中， 看战士
们的床铺硬不硬， 晚上盖的被子
暖不暖。 看到有个学员正在补自
己的裤子， 她马上抢过来给缝补
好了。 真没想到这么著名的歌唱
家， 在实际生活中竟是这样平易
近人， 没有一点儿架子。

马玉涛的感人事迹在我们学
员战士中很快流传开来， 给我们
以很大的启发和鼓舞。 使我们认
识到， 虽然每个人从事的工作各
不相同， 但只要有一颗真正为人
民着想， 为人民服务的心， 走到
哪里， 都会得到群众的爱戴。

图为本文作者 （左一） 和战
友仇大治在1966年春节摄于北
京。

初识午报， 是在午休闲暇时
偶然翻开时 ， 她的墨香吸引着
我。 报名由 “勞動午報” 红色繁
体四个大字组成， 简洁大方。 红
色象征着热情 、 激情 、 活力四
射， 正如午报发展历程中几次停
办 、 复刊 、 改名 ， 一路风雨兼
程。 只有走过泥泞的道路才会留
下脚印， 所以在我国工运史上，
记录着午报发展的轨迹及其顽强
的生命力。

翻看每一期午报， 无论是时
政要闻还是百姓民生， 新闻标题
清 晰 明 了 ， 语 言 通 俗 易 懂 ，
我 在 阅读过程中轻松获取新闻
资讯。 前段时间召开的APEC会
议， 通过午报贴近生活群众的报
道 ， 使企业职工和基层百姓全
面 、 深入了解会议内容及其精
神。 翻开每一个版面， 没有过多
浮夸炫目的广告 ， 细细品 读 ，
每一篇文章都是以 “准确 的 定
位、 敏锐的思维、 超前的意识、
服务的理念、 丰富的资讯、 时尚
的设计” 为前提， 真正做到将精
准 信 息 和 生 活 经 验 传 达 给 读
者 ； 以职工利益为出发点 ， 用
正确的理念引导职工； 以先进的
文化启发引导社会大众。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
而求索 ， 对于初入职场的我来
说， 午报是我默默无闻的良师
益友 。 与午报每天的 “约会”，
不仅开阔了视野、 增长了知识；
更为日后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很大
帮助。

你看， 或者不看， 她就在那
里， 不离不弃。 让午报住进我的
心里， 默然 “相爱”， 由衷喜欢。
感谢午报！

■午报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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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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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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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述光 文/图

我和午报
有个“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