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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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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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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润科 文/图

年关， 各单位的总结表彰工
作正在进行着， 我不禁想起了昔
日在工厂工作时的那两项最耀眼
的奖励。

记得那是在上世纪70年代后
期 ， 我在一个 “三线厂 ” 里工
作。 那时候我们这些积极响应党
召唤的热血青年， 是 “哪里需要
哪里搬”。 只要是接受了政治任
务 （即新的科研任务） 后， 在动
员会上争相向毛主席表决心后，
就上下拧成了一股绳， 拼上命也
要完成组织上交给的政治任务。
只要是工作起来， 就没有时间概
念， 不管是8小时之内还是8小时
以外， 在 “当天的任务不完， 我
们坚决不下战场 ！” 的工作中 ，
根本不论分内分外， 只要是工作
的需要， 就是我们的自愿； 什么
奖金呀， 那时候我们压根儿都没
想过那些 “可耻” 的要求。 只有
一心一意地去完成组织上交给的
政治任务。 不过把话说回来， 那
时候我们拼命地干工作也有所
图， 图的不是钱不是物， 而是在
暗暗的使劲中， 去争年关时那张
由工厂党委颁发的奖状， 谁都想
把那张盖有工厂党委大红印的纸
捧到手里， 当作自己的政治生命
和闪烁在自己头顶上的最耀眼的
光环 。 然后就把它装在大镜框
里， 工工整整地悬挂在自己家里
墙正中最显眼的地方。 从此这张
金光闪闪的奖状， 不但是自己的
光荣， 更是全家人的光荣。

记得有年年底， 由于我们的
工作成绩突出， 在完成新产品研
制的总结表彰大会上， 我和同宿
舍住的好友苗卫中， 双双荣幸地
受到了工厂党委的嘉奖。 当我们

俩从党委书记的手中接过奖状
时， 我们全身血管里的热血都沸
腾了， 心里像灌了蜜似的， 激动
得双眼都模糊了。 要说当时的那
个心情呀， 就和如今孩子考上名
牌大学时的心情没有两样。 怎能
忘记， 当时从总结表彰会场上走
出来时， 我们俩知道周围有无数
双羡慕的目光都在凝视着我们，
我们俩就越来越觉得我们手里捧
着的奖状比金子重了， 脸上更像
是镀了厚厚的一层金子似的， 正
在闪闪发光， 我们就一下子觉得
自己威武了许多。

当然， 在生活上的另一项奖
励， 同样让我们俩激动无比。

那时候我们厂里有个不成文
的规定， 在每次开完了总结表彰
大会后的晚上， 工厂要在厂招待
所里犒劳一下有功人员 。 没有
酒， 只有谁都想吃的一勺子红烧
肉， 外加两个白面馒头。 当我们
俩把这项奖励捧在手里时， 不由
得流泪了， 心想， 要是远在乡下
的娘在跟前就好了……享受了这
项奖励后， 我俩立马就觉得嘴唇
上滑滑的、 肚子里油油的、 浑身
上下暖暖的， 尤其是脸上， 犹如
擦了一层 “雪花膏 ” 似的 ， 把
小脸儿滋润得油浸浸的， 闪着最
耀眼的光华。 激动的我们俩在那
天晚上 ， 心里亮的像明镜儿似
的， 一直睡不着。 就是那年， 因
为我们俩受到了工厂党委的表
彰， 厂里给假让我回家过年， 可
是为了拿下振军威、 壮国威的新
军品的研制任务， 他没有回山东
德州， 我没有回山西晋北， 我们
毅然留了下来， 在生产一线过了
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1957年12月， 为了适应北京
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需要， 建立城
市煤气供应事业， 改变燃料结构
的落后状态 ， 向现代化城市发
展 ， 中共北京市委向党中央提
出 ： 在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期
间， 在北京市东南郊孛罗营村附
近 ， 建设北京炼焦化学厂 （简
称 ： 北京焦化厂 ）。 1958年初 ，
党中央批准了建厂方案， 1959年
3月18日破土动工， 同年11月18
日， 第一座年产45万吨焦炭的大
型焦炉及配套工程建成。

1959年11月， 朱德委员长到
北京焦化厂视察； 1960年11月 ，
朱委员长第二次到焦化厂视察，
并为工厂题词： “大力发展煤的
综合利用 ” 、 并书写了 “北京
炼 焦化学厂 ” 厂名 。 1963年 10
月 、 1971年11月 、 1972年11月 ，
朱委员长又三次到焦化厂视察。
朱委员长不顾年事已高， 拄着拐
杖到生产车间， 亲切地与干部、
职工见面交谈， 了解生产生活情
况。

1974年11月10日， 朱德委员

长由夫人康克清陪同， 第六次到
焦 化 厂 热 电 分 厂 视 察 ， 笔 者
的 亲 家谭俊刚正在班上 ， 他不
但近距离的见到朱委员长， 而且
还与委员长握手问好， 当时厂里
的 不 少 职 工 都 与 朱 德 委 员 长
握过手。 朱德委员长平易近人，
一辆红旗小轿车， 一个警卫员，
轻车简从 ， 深入工厂生产第一
线， 视察了解生产情况， 慰问干
部职工， 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 ， 至今许多老职工还记忆犹
新。

解放初期， 北京市人民政府
在肃清特务、 整顿秩序的同时，
大力进行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工
作， 以保证人民基本的物质生活
和文化生活的正常需要。 粮食，
可是人民的头等大事， 谁要是敢
在粮食身上 “动刀”， 那无意于
自毁其身， 成为众矢之的。 1949
年11月13日和14日的 《人民日
报 》 的头版 ， 就刊登了两篇通
讯， 讲的就是惩办粮食奸商， 几
张照片将那段历史永远定格。

新中国刚成立不久， 察北地
区就发生了鼠疫。 1949年10月27
日 ， 为 防 止 察 北 鼠 疫 蔓 延 ，
京 绥 线铁路停运 ， 暂时影响到
粮食的运输 ， 一些奸商即趁机
哄 抬 物 价 ， 企图造成 “粮荒 ”
从中牟取暴利， 如天坛粉， 粮食
公司在市场批发价每袋2.4万元，
而商人竟抬至4万元左右； 粮食
公司零售店小米每斤270元， 玉
米面每斤230元 ， 而商人零售是
小米每斤 700元 ， 玉米面每斤

1000元， 价格相差已超过1倍甚
至2到3倍。

北京市人民政府曾先后3次
召集米面粮业、 机制面粉业、 粮
栈业商人开会， 进行说服教育 ，
但仍有少数不明大义的奸商， 继
续肆无忌惮地哄抬物价。 政府为
制止物价暴涨， 严惩奸商， 于11
月13日， 将奸商王振廷等16人由
公安局逮捕法办， 并公布了16家
不法商号及地址。 在北京西城区
抓获的不法商号有阜城门外大街
的聚成永和府右街和义丰米粮店
两家。

北京市人民政府在对奸商严
惩的同时， 还限令其它商号粮食
按商业局指定的本月8日价格零

售给市民 ； 每户每日可购粮10
斤。 到11月13日， 鼠疫疫情已停
止蔓延， 西北交通也将恢复， 北
京市粮食公司在西北订购的大量
粮食源源不断运到北京。 北京市
政府决定在全市设立粮食零售
店， 使粮食公司的粮食能够直接
供应给市民， 减少商人由中间剥
削。 粮食零售店除粮食公司原有
的12处营业处、 24处零售店、 25
处合作社都办理非社员零售事
宜， 零售对象以劳动人民及贫苦
人民为主， 购粮数量以每人每天
1斤计算 （不论粗、 细粮）， 每5
天购买一次， 从11月14日起办理
零售， 同时公布了各区合作社地
址。

□马仲清 文/图

最难忘的
两项年奖 朱德

与北京焦化厂职工在一起

在国营粮食公司门前， 农民在等待收购粮食。

■图片故事

惩办粮食奸商
恢复经济
□刘鹏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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