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片故事

■工友情怀

我原先是名公交车驾驶员 ，
工龄四十余年。 而今退休虽一年
多， 却常常想起驾驶着公交车在
京城的大街小巷疾驶的情景。 工
作中与乘客、 工友、 车队干管人
员朝夕相处的情景总像电影一样
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

说实在的， 我们公交车驾驶
员乘务员的工作是极其辛苦的，
凌晨3点多就出家门了， 晚上人
们都入睡了 ， 我们还在街上奔
走。 冬天不管多冷， 夏天不管多
热， 我们都要出车。 我们的辛苦
和热情总会换来乘客的理解和支
持。 当年我们车组是团市委命名
的青年文明号， 乘务员的服务态
度非常好， 对乘客极其热情， 感
动了许多乘客。 有位退休教师经
常一趟又一趟地乘坐我们的车，
有空儿就和我们拉拉家常， 情同
一家人 。 有时乘务员嗓子沙哑
了， 有的乘客就送来胖大海和其
它润嗓子的药 ， 那情景实在感
人。

我们车组成员更是情同手
足， 谁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伸手
相助。 贾刚原是我们车晚班驾驶
员， 后来因病住院， 我们车组的
成员就去医院看望他， 并为他捐
钱治病。

回想起这些往事， 就像昨天
发生的一样。 有时我会不断回忆
那些往事， 经常拿出过去的工作
照片以及和工友们一同工作和外
出游玩的照片， 每次翻看这些老
照片， 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难忘
的年代， 又回到了工友中。

有一年初春时分， 车队领导
组织我们车组的驾驶员乘务员去
野三坡郊游。 入睡前大伙儿兴奋
地睡不着。 说笑一阵后， 我们跳
起了交谊舞。 跳了一阵， 依然觉
得意犹末尽， 便开始了下一个节
目———轮蹾， 第一个挨蹾的是带
队的书记， 我们车组人员齐心合
力， 一拥而上， 拉胳膊的、 拽腿
的， 一齐用力， 将书记抛起后，
又放下， 后腰着炕。 上下蹾了几
次， 直到书记不断求饶， 我们才
善罢甘休。 看着昔日威严的书记
而今这般狼狈， 我们的腰都笑弯
了。蹾完书记，我们车组其他人都
挨个被蹾了一遍。 就差我了， 我
自知难逃厄运， 只得乖乖就范。
当大伙儿蹾我时， 虽手下留情，
可那滋味也不好受， 我只得使劲
挣扎， 也不知谁及时拍下了这一
幕。 现在我一看到这张照片， 就
会想起当时那个热闹的场面， 和
与工友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郝宝璋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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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年，企业是这样
培养先进人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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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有企业， 长期以来延续
着每年年终或来年年初有种传统
的做法， 总结全年工作， 在此基
础上开展评比活动， 评选先进生
产 （工作） 者、 先进集体， 上级
领导部门有些也开展这项工作。
今年年终将至， 引起我的种种回
忆， 不由得打开档案翻阅起来，
档案存的资料还真不少， 有1985
年总结的 《我厂是如何培养先进
人物和发挥他们的模范作用的》、
1991年总结的 《加强社会主义劳
动竞赛中的思想政治工作》， 还
有多位劳模、 先进个人、 先进集
体的先进事迹资料， 以及上级局
机关转发北京胶印厂胶印车间结
合生产做政治思想工作的资料
等， 同时打开资料相册翻出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组织先进人物在北
戴河休养的图片。

厂党委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中， 重视对先进人物的培养和教
育， 发挥先进人物在群众中的模
范带头作用， 引导职工向身边的
先进人物学习， 促进物质文明与
精神文明建设。 基层工会在党委
的领导下， 总结了以往年终总结
评比， 召开表彰大会之后就算了
事， 一些先进人物没有发挥更大
作用。 把总结、 表彰、 宣传、 交
流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作为新形
势下， 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

内容来抓， 作为一项经常性工作
来抓。

首先是大张旗鼓召开表彰大
会， 为先进人物在大会上披红戴
花， 颁发荣誉证书。 先进人物的
大幅相片上 “光荣榜”。 还建立
了两种形式的光荣册， 一种是影
集式光荣册， 有先进人物、 先进
集体的相片， 作为工厂珍贵资料
保存； 另一种是文字光荣册， 印
有先进人物、 先进集体名单， 每
个先进人物人手一册， 作为个人
永久性纪念。 不少同志把印有自
己名字的光荣册拿回家端端正正
摆放到桌子上， 感到十分荣幸。

平日， 厂里采取多种形式宣
传先进人物的事迹， 促进先进人
物与职工群众互相了解、 互相学
习、 互相信任。 1983年至1985年
的三年中， 先后召开了15次先进
经验交流会， 有35人次在交流会
上谈自己的体会， 我们优中选优
总结出15份各类典型材料， 在职
工中广泛传播， 有的参加了上级
组织的经验交流会。 像热心为生
产第一线服务的修理工章功祥、
心灵手巧的装订快手张秀兰、 坚
持优质高产的自动八号机组等，
推动了全厂比学赶帮活动。

经常性对先进人物的管理 、
培养、 教育和发挥他们的模范带
头作用有一套比较完善的制度，

车间党政工团小组长、 平日注意
关心和发现先进人物的思想动态
及工作、 生活中的困难， 及时向
组织反映， 帮助解决。 有一年，
社会上刮起 “一切向钱看” 的歪
风， 党委和工会采取个别谈心交
流和召开座谈会的形式， 帮助先
进人物摆正思想， 提高认识， 发
扬工人阶级主人翁的精神， 不做
金钱的奴隶， 引导他们永远发挥
骨干和模范带头作用。 自动八号
机组领机谢长顺是一名青工， 因
机器大修调到另一台四号机组担
任领机， 他把好作风和先进操作
经验带到四号机组， 几个月时间
就解决了产量低 、 质量差的局
面， 一跃成为先进机组。 先进生
产者章功祥， 兢兢业业做好维修
气泵的工作， 被群众誉为 “气泵
大夫 ”。 一次 ， 他到东北出差 ，
听说一家小印刷厂的设备经常出
现故障， 他利用一周出差业余时
间为这个小厂维修和传授技术，
并解决了该厂生产中关键问题，
对方派人专程来京表示感谢。

厂里还注意引导先进人物参
加公益活动和精神文明建设， 先
进工作者宫文升是教育科科长，
抓教育坚持不懈 ， 成绩比较显
著， 自己刻苦学习， 还被评为市
自学成才的先进个人， 他在厂里
利用业余时间为群众裁剪各种服

装500余件， 又被评为学雷锋榜
样 。 不少先进人物参加利民活
动， 为孤寡老人糊顶棚、 安装火
炉等活动 ， 密切了与群众的关
系， 思想上也受到锻炼。

厂党委要求党政工团各级干
部， 在发挥先进人物的作用时，
旗帜鲜明地支持先进人物， 教育
广大群众正确对待先进人物， 不
求全责备， 又要热情帮助， 在政
治上、 生活上都要关心他们， 帮
助他们克服缺点， 巩固成绩， 保
持荣誉。 当年在党委批准发展的
15名新党员中， 12名是先进生产
者， 为系统推荐的5名优秀党员
全是先进人物。 一些先进人物被
选拔为带班组长或工段长， 发挥
着更大作用。 工会建议由厂长基
金中抽出部分资金每年选送先进
人物到北戴河北京工人疗养院休
养， 厂长在生产调度会上， 亲自
安排抽调先进人物去休养的工
作， 做到休养、 生产两不误。 选
送先进生产者中的青年脱产上职
工大学， 在住房、 入托、 疗养等
方面适当照顾先进人物， 同时帮
助有困难的解决实际问题， 为他
们解除后顾之忧， 更好地调动了
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让这支
先进人物队伍成为两个文明建设
的一支骨干力量， 从而推动了企
业各项工作。

□王耀奇 文/图

难忘的
工友情

这张照片是北京市公安学校
第二十三期学员一队138名师生
毕业时的合影， 他们也是北京市
公安学校的最后一期毕业生 。
1980年 11月至 1981年 7月期间 ，

他们在北京公安学校学习了八九
个月， 毕业后他们被分配到了北
京市公安局、 各分局及派出所工
作。

北京市公安学校1949年成立

至1981年， 32年里共办了23期学
习班， 培养了大批学员， 他们是
最后一期。 30多年后的今天， 照
片上的人大多数还在公安岗位上
工作， 其中很多人已经走上领导

岗位。 在他们当中， 有很多不知
晓的故事， 希望通过这张照片，
勾起那段难忘的回忆， 让我们重
新走到一起 ， 回忆那段共同学
习、 生活的美好时光。

上世纪七十年代， 北京市印刷企业标杆机组、 北京胶印厂自动六
号机组三班工人合影。

上世纪七十年代， 北京胶印厂先进人物在北戴河休养。

□刘鹏

最后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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