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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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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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玺 文/图

□郝宝璋 文/图

■新年特稿

我们夫妻俩的这张合影是
2001年1月照的， 没有放在相册
里， 而是双面加上塑封， 成为家
中的特殊收藏品。

十几年前， 我们家还住在朝
阳区呼家楼街道金台北街社区。
2001年元旦那天 ， 社区贴出通
知， 大意是京城老字号中国照相
馆进社区为老年人拍照， 请大家
报名并做好准备。 我俩报名后等
了几天， 因报名人数多， 编号排
队， 一周时间内安排满满的。 我
俩拍照时才得知中国照相馆进社
区 拍 照 已 两 年 了 ， 已 为 35万
老 年 人拍了照片 ， 满足了老年
人的心愿。 当时拍照现场， 老年
朋友们都把最漂亮的衣服穿上，
不少还是他们的子女为过春节专
门为老人购买的新衣服。 老人们
头发斑白， 拍照前他们还为老年
人梳装打扮， 服务的热情周到 ，
很长一段时间在全社区传为佳
话。

我打电话特意约定， 到王府
井中国照相馆总店拜访该店领
导， 表示衷心感谢， 接待我的是
全国劳模、 特级人像摄影师、 该
馆的副总经理解黔云。

中国照相馆是全国乃至世界
著名的老字号， 随着城市社区建
设的蓬勃发展， 该馆适时推出了
进 社 区 上 门 服 务 的 业 务 。 按
照 各 分店分布情况组成了五支
外拍小分队， 走进京郊农村、 社
区、 干休所、 养老院等满足老年
人的需要。 过去， 老年人在职时
工作忙 ， 没有时间到照相馆拍

照 ， 有 的没有条件拍照 ， 现在
生活改善了 ， 但又搬到郊区居
住， 有的老年夫妇已到金婚或银
婚， 有补拍合影的需求， 而又年
老体弱， 行动不方便 ， 中国照
相馆通过调查摸底， 推出了进
社区服务老年人的这项业务。 他
们挑选思想素质好， 技艺水平高
的摄影师下基层为老年人服务。
和平里社区有位瘫在床上的老人
想拍照， 又行动不便， 分队队员
们把她抱上 椅 子 ， 为 她 拍 照 ；
有的残疾人坐轮椅来了， 他们
就帮助在轮椅上拍照， 圆了老人
的梦； 红庙北里一位九十岁高龄
的老人拍照后取相片不方便， 他
们就把相片送上门； 空军战斗英

雄张积慧老将军拍照后十分满
意 ， 特 意派人给中国照相馆送
去了水果， 表示感谢。 我们小区
一位老大妈看到与老伴的金婚合
影后激动地说： “我们老夫妇俩
几十年来是第一次这么开心的合
影。” 许多老人把相片放大挂在
客厅或卧室， 为当年春节迎接客
人营造了亲情喜悦的浓厚家庭氛
围。

回顾十几年前的这段往事 ，
让我深深体会到， 中国的老字号
有优秀的文化传统， 中国照相馆
在十几年前正是发扬了老字号的
优良传统， 进入社区为老年人真
诚服务， 获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双丰收。

在我的手机相册里， 始终保
存着一张陪父亲参观军事博物馆
的照片。 那是去年元旦的下午，
父亲趁冬闲不忙时节， 很想来看
看在北京工作的我 ， 顺便来旅
游。 于是父亲不辞辛苦， 从偏远
的家乡换乘多次公共汽车， 又坐
了一宿火车天亮才到北京。 从火
车站把父亲接到单位， 简单吃了
点饭， 就去宿舍休息了。 下午醒
来， 父亲问我： “这里距离军事
博物馆远吗？” 我回答： “不远，
三站地距离。” “那么近， 能不
能带我到军事博物馆看看。” 父
亲以商量的口气和我说道。 我满
口答应了父亲， 两人乘坐公交去
了军事博物馆。

其实我明白父亲为什么要参
观军事博物馆， 作为上世纪60年
代底参军入伍的他，有着5年的军
旅生涯，虽早已脱下军装，但他还
是充满了对军旅生活的眷恋和怀
念。小时候，我与父亲在一起的时
候，常听他讲述当兵的故事。据父
亲讲，有一次和战友来北京办事，
那也是他第一次来北京， 本来安
排参观下军事博物馆， 可由于单
位有事， 办完事就匆匆忙忙赶回
单位， 参观军事博物馆的愿望也
就成了他多年的梦想。 复员回乡
后，结婚成家后，又有了我们兄弟
三人， 为了挑起家中重担和供养
我们读书， 父亲总是一年到头闲
不住，农忙时候抢收抢种，闲时就

去村里砖厂拉砖或是建筑队干活
挣钱来养家糊口， 而这一忙活就
是30多年，从未离开家乡，直到我
们兄弟三人先后成家立业， 也未
停下他忙碌的脚步。 后来他又承
包了十来亩地，精耕细作，成为村
里种庄稼一把好手。

大前年过年我回家的时候，
有一次父亲喝完酒和我念叨， 当
下不是流行旅游嘛， 现在家里也
富裕宽松了， 很想去北京转转看
看， 也圆一下他多年的愿望。 而
那段时间， 我正在公司驻外地项
目开发， 一时难以回京。 前年底
完成工作回京后， 我就急忙向家
中打电话， 和父亲商定来北京一
事， 于是才有了我陪父亲参观军
事博物馆的这张照片。

当时博物馆正在装修， 好多
武器都放在广场上， 看着父亲逐
一仔细端详每件武器， 看的那么
认真 ， 还不时给我当起了讲解
员。 在参观坦克时， 我掏出手机
给父亲照了这张像， 让时间永远
定格在这幸福的瞬间， 我心里特
别的高兴， 父亲多年的愿望实现
了。 利用这段假期， 我又和父亲
参观了天安门、 故宫、 长城等景
点 。 通过这件事 ， 让我深深懂
得， 常年在外地工作， 很难和父
母在一起， 尽孝不仅仅要给老人
物质方面的需求， 更要满足精神
上的关怀， 才能让老人拥有一个
幸福的晚年。

□张式彝 文/图

■家庭相册 近日闲暇， 女儿帮我整理了
一下旧书报和杂志， 归纳整理好
保存起来， 这些资料都有学习和
参考的价值。 在整理过程中， 女
儿无意中发现我保存了很久的剪
影册， 这本剪影册乃是我心爱之
物， 我把它视为艺术珍品。

翻开剪影册， 这一张张小小
的黑影肖像剪影令女儿感到神
奇。 我从剪影册里拿出最好看的
一张给她瞧， 那是上世纪60年代
末， 我去南京开会， 开会之余，
我去 “中山陵” 瞻仰了革命先驱
孙中山先生。 其间， 遇见一位身
着朴素， 非常文雅的年轻人， 他
见我是北方人， 有意为我免费剪
影， 我欣然答应， 他叫我侧脸站
好， 只见他用一张黑纸， 一把剪
刀和灵巧的双手飞快地剪动着，
操作片刻功夫， 一张人物肖像剪
影展现在我面前， 我细心品味肖
像特征 （头像 ）： 眼睛 、 睫毛 、

鼻部、 嘴部等部位， 剪得如此惟
妙惟肖， 令我心悦诚服。

女儿就像听故事一样迷住
了， 然后我又给她讲述剪影的历
史。 上世纪20年代中期， 剪影艺
术在上海、 杭州等南方诸城市颇
为盛行， 当时被称为电影皇帝的
金焰先生以及王人美等电影界知
名人士对剪影艺术更是情有独
钟， 其后剪影艺术波及全国各大
城市 。 剪影艺术是地道的舶来
品， 它和我国民间剪纸艺术在风
格上有一定的差异， 但是由于工
具的类似和手法上的相同， 用一
把剪刀、 一张黑纸就能剪出人物
的艺术形象， 似乎有些方面又有
异曲同工之妙。

40多年后的今天， 我把不同
时期肖像剪影都放在剪影册里，
闲来时拿出它看看， 既可作为艺
术珍品来欣赏， 又可作为永久的
留念。

剪影留念

去年元旦，
我陪父亲参观军博

14年前
老老字字号号进进社社区区
为为老老年年人人拍拍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