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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胜 文/图

■家庭相册

漂泊他乡二十载， 我已经有
十年没回老家过年了。 蛇年新春
佳节前夕， 我回到了阔别多年的
故乡， 见证了年近七十的新潮老
妈用环保鞭炮迎春接福的新风
尚， 内心里充满了欣慰和敬意。

在我的老家一直都有过年用
鞭炮烟花除夕凌晨开财门， 春节
迎接亲朋好友拜年的习俗 。 为
此， 大年除夕前一天我让进城的
新潮老妈买几十封纸质鞭炮和一
些烟花回来庆贺新年， 可新潮老
妈却从超市里拎回了一盒包装精
美的环保鞭炮。 我大惑不解， 满
脸诧异地问新潮老妈： “妈妈，
我们这个县城又没有禁止燃放鞭
炮和烟花， 你怎么买回了这种洋
玩意？ 像玩具， 我要的纸质鞭炮
和烟花呢？” 新潮老妈从精美纸
盒里拿出一串长长的环保鞭炮
说： “这就是鞭炮呀！ 今年过年
我们就用这种鞭炮迎春接福了。”
“这样的鞭炮怎么迎亲接友呀 ？
炸起来不仅不响亮， 而且也制造
不出过年的喜庆气氛， 亲朋好友
会笑话我们小气的。” 我有些不
满意地说 。 新潮老妈乐呵呵地
说： “你多心了， 这种鞭炮放起
来既不污染环境又安全卫生， 而
且也制作精美喜庆， 比燃放传统
鞭炮省钱多了， 还可以无限期使
用 ， 亲朋好友不会说什么的 。”
没想到新潮老妈的环保意识、 安
全意识和节俭意识这么好， 想想
自己小时候过年放纸质鞭炮被炸
伤手指的如烟往事， 以及鞭炮炸
响后的满地纸屑和烟雾， 每年过
春节近五百元的鞭炮费用， 我顺
从了老妈的意思， 新年新风尚，
这个春节就用环保鞭炮迎春接
福。

从除夕到新春假期， 我们家
就用这种环保鞭炮迎亲送友。 原
本以为新春佳节期间来我们家拜
年的亲朋好友见到我们用这种鞭
炮迎送他们， 他们会极为不满，
可没想到的是， 亲朋好友见了我
们家使用的这种环保鞭炮后不仅
没有说三道四， 而且都表现了极
大的兴趣， 纷纷表示来年新春佳
节他们也改用这种环保鞭炮迎春
接福。 听到众亲友都这样说， 我
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而新潮老妈
也在一边偷着乐呢！

新潮老妈
环保鞭炮庆新春

再过十几天， 就是小平同志
逝世的18周年纪念日。 我像大多
数的中国老百姓一样， 在他生前
无缘一睹伟人的真容和风采。 但
就像阳光一样， 享受着他给予的
温暖，不因他的离去而降温消失。

据考证， 小平同志生前只参
加了两次工程的奠基典礼仪式，
而这两次奠基典礼， 都与我的单
位———基建工程兵和北京城建集
团的关系密不可分的。

1965年7月1日， 小平同志与
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北京地铁
一号线的开工奠基仪式。 1983年
7月1日， 随着中央军委百万大裁
军英明决策的出台， 当年的基建
工程兵战士毅然脱下军装， 投身
到建设首都的滚滚洪流之中。 我
所在的城建集团下属的二公司也
因此应运而生。 1984年， 作为土
建施工总承包人的二公司， 出手
不凡， 承建了国家 “六五” 重点
建设项目———北京正负电子对撞
机工程。

该工程是党中央第一代、 第

二代领导集体相继关注的重点工
程项目， 也是李政道、 杨振宁、
丁肇中、 钱三强、 周光召等国际
国内高能物理学家祈盼30年的梦
想，1984年10月7日，邓小平、杨尚
昆、 万里等第二代党和国家领导
人参加了举世瞩目的北京正负电
子对撞机工程奠基典礼仪式。

随后， 小平同志党和国家领
导还细致地参观了工程模型， 并
对该工程的建设寄语厚望 。 为
此， 承担施工任务转工不足一年
的城建二公司职工们深受鼓舞、
干劲冲天， 并和全国百余家单位
紧密合作， 于1988年10月14日优
质、高速地完成了全部工程任务，
百忙之中的邓小平同志又一次亲
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现
场，参加了该工程的竣工典礼。

为了一个工程， 小平同志两
次光临， 这在他辉煌的革命生涯
中是不多见的事情， 足以说明他
对我国科学事业特别是高能物理
研究领域的极大关注和支持。

同时， 该工程荣获了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奖特别奖， 也成为城
建二公司企业建设史上辉煌的里
程碑式的工程。

初战告捷的城建二公司， 继
续沐浴在小平同志所指引的改革
开放的春风雨露中， 在此后建设
首都的30年征程里， 顽强拼搏，
不断发展壮大， 先后承建了首都
国际机场二号航站楼、 首都机场
三号航站楼、 文化部办公大楼、
新东安市场、 国家大剧院、 地铁
复八线、 五棵松篮球馆等段一大
批有影响的大型公建、 市政、 钢
结构等工程。 企业也由公司———
处级———队改为 公 司 ———分 公
司———项目部体制， 随后又推行
了公司—项目两级管理体制， 进
一步解放了生产力。 30年前， 承
接个上万平方米的工程， 就觉着
很了不起了， 公司还要在工程上
成立一个庞大的指挥部， 四处网
罗管理人才。 干一个工程， 好像
是大人在领着不会走路的孩子，
创新、 效益、 规模等等根本就无
从谈起。 如今， 一个二三十人的

小项目部就轻而易举的拿下10万
甚至20多万平方米的大型公建工
程。

2008年， 城建二公司承建的
北京奥林匹克篮球馆等6项奥运
及配套工程投入使用。 并有四项
工程勇夺鲁班大奖， 实现了企业
十二创鲁班大奖的辉煌梦想， 其
各类市优以上奖项多达300多个，
其年市场营销高达40亿元， 年开
复工面积由30年前的10万平方
米， 年年持续递增保持在如今的
近300万平方米左右。 并成为全
国首家通过质量、 环境、 职业安
全卫生管理体系国际标准认证的
先进企业。

公司发展壮大了， 我们的日
子蒸蒸日上， 真正扎根立足在了
首都北京， 我和公司近2000名员
工切实成为邓小平百万大裁军英
明决策和改革开放的受益者。

30多年苍海横流 ， 物似人
非， 在个性化的年代里， 唯有我
们城建人怀念小平同志的真情依
旧没有改变。 在这即将到来的鞭
炮齐鸣 ， 万家团圆的喜庆日子
里， 我们更加怀念改革开放的总
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给我们带来的
富裕的好日子。

小平同志的两次奠基
■图片故事

□□杨杨保保川川 文文//图图

“有志者， 事竟成， 破釜沉
舟， 百二秦关终属楚； 苦心人，
天不负， 卧薪尝胆， 三千越甲可
吞吴。” 这是毕业纪念册的扉页
上吴长信老师给我的赠言。 吴老
师是我师范三年级的班主任， 我
对他有一份特殊的感情， 毕业二
十多年了， 这份感情一直埋在我
的心底。

刚升入三年级的那天下午 ，
我路过教务科门口， 听见有人喊
我的名字， 我回头一看， 原来是
刚接任我们班主任的吴长信老
师。 我很惊讶： “吴老师， 你怎
么知道我的名字 ？” 他笑了笑 ：
“听你们王老师介绍过你， 我见
过你的档案， 在档案上认识的。”
我的敬意油然而生。

吴老师教地理， 每次上课都
是两只粉笔 ， 从不带教案和课

本， 授课内容早就烂熟于心， 而
且几分钟就可以在黑板上娴熟的
画出一幅完整的地图。 他的板书
写得很棒， 粉笔在黑板上如行云
流水， 给人美的享受。 他授课很
有条理性 ， 由浅入深 ， 循序渐
进， 总是能将那些难懂的地理知
识娓娓道来， 幽默诙谐的语气，
时常引得大家哄笑， 枯燥的地理
课， 一下子生动活泼起来。

吴老师性格开朗， 严格而不
严厉， 一下子就拉近了师生间的
距离。 他对班级管理很民主， 能
充分发挥班干部的作用， 对同学
们很宽容， 使得我们的班级班风
正学风浓。 在他的教导下， 我们
班的各项数据， 在全校总是名列
前茅。

吴老师不仅是一位学识渊博
的教师 ， 还是远近闻名的书法

家。 无论是人品还是作品， 吴老
师都堪称一流， 是位德艺双馨的
好老师。 毕业时， 除了纪念册上
那句勉励的话， 还赠我一幅书法
作品， 那是我收到的最珍贵的毕
业纪念品。

师范毕业二十多年来， 我和
吴老师时不时的保持着联系， 那
句赠语也一直激励着我。而今，同
学聚会，点点滴滴，都有吴老师的
影子。那年我从北京回到永城，约
了几个同学请老师吃饭， 吴老师

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 “在外工
作还顺利吗？” 那一刻， 我很感
动， 才发现吴老师那么受学生爱
戴， 是因为他永远把学生的事和
对学生的关心放在第一位。

二十多年来， 我始终没有任
何对吴老师实实在在的感恩行
为， 只能把老师对我的教诲与关
心默默地装在心里。 时间总在前
进， 回忆却越来越清晰， 好的老
师就像一本哲学书， 教会我们内
心圆满。

我的老师吴长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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