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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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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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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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保珍

■午报情缘

■家庭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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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午报已经是我的老习惯
了 ， 因 为 从 《 北 京 工 人 报 》
（《劳动午报》 前身） 一复刊， 北
京电视台就给市级劳模每人订了
一份报纸 。 我非常喜欢这份报
纸。 从周二刊、 周四刊到现在的
周六刊， 是越办越好， 越来越贴
近老百姓 。 有这样一份报纸在
手， 谁能不喜欢呢？

我每天吃过早饭后的第一件
事， 就是从信箱取回当天的 《劳
动午报》。 我是个高血压、 糖尿
病的老病号了， 通过健康资讯使
我学到了有效控制高血压、 高血
糖的基本知识和技巧。 比如健康
资讯的专栏， 每篇都是好文章。
就说 “对话专家关于高血压您该
了解哪些事？” 这一篇文章， 我
犹如坐在专家和记者面前和他们
对话， 浅显易懂， 很有兴趣。 看
过文章， 我知道了如何预防和应
对高血压。 还有几件小事对健康
大有裨益， 从饮食运动和心理篇
论述了这些小事对健康的影响。
我立刻就照着做了， 比如站着接
电话等……还有感冒爱找哪些
人？ 啥样的感冒先不用吃药； 你
知道感冒和流感如何区别？ 文章
短小很实用， 我读了以后今年就
没感冒！ 还有副刊·生活上的健
康红绿灯， 我不仅是看了， 我还
把它剪贴成集， 在生活中应用。

综上所述， 《劳动午报》 是
我的良师益友， 是我生活中不可
缺少的精神食粮。 祝愿 《劳动午
报》 在新的一年越办越精彩！

2000年正月初五， 随着鞭炮
声响起， 我从住了近23年的闺房
中走了出来。 按照老家的风俗，
在屋檐滴水的地方， 我脱去了在
家常穿的旧布鞋换上了崭新的皮
鞋， 在哥哥嫂子妹妹及媒人们的
护送下离开了家。 身后， 传来了
母亲在房间里撕心裂肺的哭声，
我知道这哭声中蕴含的内容， 我
流泪了， 但还是按照风俗， 头也
不回的往前走。

我和老公既是同窗又是同

村 。 他家在河的上游 ， 我在下
游。 那时农村里的经济条件还不
是很好， 也不怎么流行请婚车，
加上路近， 我和送亲的家人是步
行到老公家的。 按照风俗， 我们
逆流而上， 这象征着未来的日子
蒸蒸日上。 无意间竟与 《诗经》
里的 “溯洄从之” 相合了。

走在河沿上， 抬嫁妆的队伍
在前， 送亲的队伍在后， 那时的
嫁妆除了基本的木制生活用品，
流行的日常电器基本都有个两三

件 。 由于比较重的电器 ， 像彩
电、 冰箱、 实木沙发等都是提前
送到老公家了， 结婚那天就只抬
了个空包装盒子， 倒也很惬意。
一路上， 大家有说有笑的走着，
到了一户人家门前停了下来， 把
火桶里的火盆拿出来， 那户人家
倒了一些烧红了炭火在里面， 寓
意着是火种代代相传， 然后就一
股劲地到了老公家， 老公家的门
口站满了人， 还没到门口， 鞭炮
声就响起了， 立马就有小伙子们
帮着往家抬嫁妆。

接下来， 我就被两个小姑娘
搀扶着进了洞房， 嫂子和妹妹陪
我在房里坐着， 村里的姑娘大嫂
和小屁孩们都涌了进来看我这个
新娘子， 小姑子忙着给大家发喜
糖。 一会儿， 就有大嫂端着一杯
红糖水来了， 先给我喝了一口，
然后婆婆、 公公等家人都喝了一
口， 意味着一家人甜甜蜜蜜、 和
和美美的过日子。

一转眼， 女儿都上高一了 。
每次看到这张结婚场景照片的时
候， 都会莫名的激动和羞涩， 总
感觉自己还是个沉浸在甜蜜中的
初嫁娘。

□李冬霞 文/图我的婚礼

■青春岁月

□李庭义 文/图

我的小学老师

打开校园记忆的闸门， 我的
思绪一下子就停留在小学老师李
友白的身上。

1967年， 受文革的影响， 没
上小学三年级的我们， 直接跳到
了四年级， 老师也由两条大辫子
的袁老师换成了一头短发的李友
白老师。 当时， 刚刚师专毕业的
他， 只比我们大12岁。 由于他身
材不高 ， 又爱动 、 爱玩 、 爱唱
歌， 像个还没成熟的大哥哥。 所
以， 他当班主任不久便与我们打
成了一片。 记得那年冬季的一天
上午， 我们正在学校扫雪。 当大
家聚精会神地堆雪人时， 我们的
背后却突然遭到了雪球的攻击。
原来， 袭击我们的不是旁人， 而
是班主任李老师 。 当然 ， 引起
“众怒” 的他， 自然也没得到啥
好果子吃， 在同学们的呐喊和追
击下， 他在前面跑， 我们在后面
追。 后来， 他不小心掉进了一个
雪坑里 ， 还没等他从坑里爬出
来， 全班40多个雪团儿便铺天盖
地地向他砸了过去……

我们这个年级组共有5个班。
从一年级到五年级， 我们班都是
年级里的第一班 。 特别是在四
（一） 班至五 （一） 班的两年里，
在李老师的带领下， 我们班的学
习和各项活动都名列前茅， 并被
其它班里的同学和老师们称为特
殊班级。 之所以特殊， 是因为这
个班的大多数同学都是部队大院
里的孩子。 所以相比较而言， 大
家的集体观念和组织纪律性较
强。 比如在四年级的第一学期，
我们班就获得了 “四个第一 ”，
即 ： 开学后交学杂费全年级第
一； 年级考试成绩及格率第一；
文体活动全年级第一； 劳动比赛
全年级第一。 其实这四个第一来
之不易。 就拿开学后收缴学杂费
的事情来说吧， 在开学之前， 李
老师就把全班每位同学都过了一
遍 “筛子”， 并深入到困难同学
家中了解情况。 有一次， 他来到
我家， 从奶奶口中得知， 我家生

活困难。 于是， 老师就想让我缓
交一下学杂费 。 但奶奶却说 ：
“李老师， 就冲您每次不辞辛苦
的家访和辅导我孙子学习， 我们
就是再难， 也会从生活费里把学
杂费的钱挤出来。”

在李老师当班主任的两年
里， 他的家访次数是最多的， 平
均每月一次。 他不仅了解同学 ，
帮助后进， 鼓励先进， 并始终与
学生家长建立良好的关系。 在老
师的耐心教育和帮助下， 我这个
爱打架的 “小刺头儿”， 第一批
加入了 “红小兵”， 并成为班级
里的文艺骨干。

后来， 不知啥原因， 我们五
（一） 班拆散了， 同学们被分别
安插到其它班里。 我被分到了5
班， 班主任姓关， 是个比我妈妈
年龄还大的老教师。 虽然她的教
学水平很高， 对我们也非常和蔼
可亲。 可是， 不知怎的， 友白老
师的音容笑貌却总在我的脑海里
挥之不去。 这可能是除了老师这
个称呼之外， 我们之间还有一种
兄弟情谊吧！

之后几年， 我再也没有见过
友白老师。 听说他调到了区教育
局， 后来又听说， 他在一个印刷
厂里当厂长。 但不管怎么说， 我
的心却始终牵挂着他， 就如同他
当年牵挂着我们一样。

前年夏季的一天， 我接到友
白老师的电话， 让我去某歌厅和
同学们一起唱歌。 其实， 在几年
前的小学同学聚会上， 我和友白
老师已经见过面了， 并且不止一
次。 当我来到歌厅， 看到已退休
后， 又在区教育系统的老年合唱
团里当团长的他， 手握话筒， 和
身边的一位女同学正合唱着一首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的歌曲时，
我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他当年在
小学校用砖和水泥砌的主席台上
和一位姓陈的女老师演唱男女二
重唱的情景来。 是呀， 岁月催人
老， 但如果人的心不太老， 他就
会永葆青春！

作者小学部分同班同学第一次聚会时留下的合影， 其中前排左四
为李友白老师， 前排左二为本文作者。

前些时间， 在地区文化广场
举办的图书节上， 我又选购了几
本书。 当时， 有位老先生看上一
套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 《辞源》，
与商家商量来商量去 ， 最后花
450元买了下来。 这让我想起30
年前我买的那部 《辞海》。

30年前， 我参加了函授大学
文学专业学习， 也是从那时养成
了逛书店、 书市、 书摊买书的兴
趣。 上世纪80年代， 新华书店里
的图书价格特别低 ， 种类也很
少 。 字词典类有 《新华字典 》、
《新华词典 》 和 《成语小词典 》
等， 像 《辞海》、 《辞源》 那种
大部头， 一般书店很少销售。 一
次我到图书馆借书， 看见缩印本
《辞海》， 价格不到30元， 当时就
动了心。 如今， 30元对很多人不
算什么， 可当时那30元等于我大
半个月工资， 但我意已决。 第二
天就给上海辞书出版社写了封
信， 请他们为我邮购一部缩印本
《辞海》。 没想到， 不到半个月出
版社就将 《辞海 》 寄到了我手

上。 翻开 《辞海》 首页， 是一张
粉色发票和一张0.3元邮票 ， 发
票上清楚地写着书价 28.90元 、
代办 （费） 0.30元和剩余的0.30
元折为邮票 （退给我）。 我为出
版社如此细致的服务工作， 深感
敬仰钦佩。

很长一段时间， 我捧着厚重
的 《辞海 》， 自己给自己出题 ，
想起个什么词语就翻翻 、 就查
查。 有几次翻到最后几页， 专门
去阅读 “辞海编辑委员会 ” 名
单 ， 去 欣 赏 那 张 《 中 国 工 农
红 军 长征图 》 ， 感悟与收获很
多。 后来， 我又买了1983年版的
《辞源》 （4册）， 那套书价格是
32.30元 。 今天说起来 ， 真的买
对了。

一部 《辞海 》， 哲学历史 、
士农工商、 文学艺术、 天文地理
等， 包罗万象， 犹如百科。 30年
来， 《辞海》 已然成为我工作学
习生活中最好的一个助手， 不但
为我提供很多知识， 尤其帮我解
开了一个个未知的问题。

■图片故事

30年前买的
《辞海》
□张栓柱 文/图

午报是我的
良师益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