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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 跟随着当军人的父
亲， 妈妈、 我和弟弟， 一家四口
从吉林农安迁居京城。 记得父亲
和我多次说过， 他这一辈子对我
们最大的贡献就是把我们带到北
京。 当年父亲为了吃饱饭， 决定
参军入伍。 在体检时， 他的体重
离标准的80斤还差1斤， 他求了
半天才算过关。 后来到了部队，
父亲被团里选派上军校学习无线
电 ， 之后被借调到当时的邮电
部， 一步步到今天。

他当兵时曾站在天安门前照
相， 他的想法很简单， 要让老家
的亲人看下天安门长的啥样子，
退伍了要带着几斤糖块回老家，
给老家那些亲人孩子们尝尝 。
留在北京， 对当时的父亲而言，
是个不可企及的梦。

如今回想， 弹指一挥间， 已
经40年。 刚到北京时， 我们住在
西单辟才胡同邮电部的二层筒子
楼宿舍 ， 家家的菜香味大家共
享， 孩子们都是闻着味道假装串
门蹭饭吃。 之后我家搬到了安定
门的前肖家胡同， 一间15平方米
的房子被分为内外屋。 记得1976
年地震时， 我们都搭着防震棚，
在梨树枣树下一个院子的人在一
起， 那种感觉至今记忆犹新。 因
为是宿舍， 所以院子里很难得的
有公共厕所， 是白色的蹲位， 比
起胡同里的灰色水泥坑要高级很
多， 家家轮流值日打扫。 记忆中

全家围着炉子烤花生， 熟一个花
生豆我和弟弟抢着吃一个， 那份
的满足和香甜， 现在是很难寻找
了。 在这里， 我和弟弟经历了小
学、 中学、 高中的时光。 在搬家
后， 我回去过几次， 院里的许多
物件已变得面目全非， 心中失落
异常。

之后我上大学时， 已经在北
师大附近的小西天老妈的单位两
居室宿舍了， 每天爬六层楼好像
玩一样。 再过两年， 我们举家搬
到了洋桥的三居室， 在这里， 我
经历了结婚， 生子， 和已经成为
老爸老妈的他们偶尔蹭在一起，
他们特别给我留了间临时居所。
我把绿萝种在窗台， 让绿萝攀爬
而上， 那绿色的景致成了我每每
惦记的思念。

1996年到1999年， 我在石景
山和洋桥之间奔波 ， 每天往返
3个半小时的路程 ， 因为有儿
子在家中的等候， 这一路程也不
再 感 到 疲 惫 ， 而 更 多 的 是 回
家 的 期 盼 。 直 到 儿 子 3岁 时 ，
老 爸 单 位 又 分 了 一 套 60平 方
米 的 两 居 室 。 爸 爸 妈 妈 很 粘
我 ， 非要离得很近， 我们最终在
西罗园生活了5年， 儿子也进了
楼下的文化局幼儿园。 那时父母
都已经退休， 接外孙成了每天的
首 要 工 作 ， 一 手 金 箍 棒 ， 一
手 小 鸭子笼 ， 成了姥爷在幼儿
园门口的风景。 后来， 儿子在实

验一小上小学 ， 一个带篷三轮
车， 成了姥爷接送外孙的交通工
具。

2006年， 我搬入了新家。 为
了离父母近些， 我们仍然在南城
购房， 这次是150平方米的商品
房 。 在知道 我 们 贷 款 买 房 后 ，
父 母 心 疼 我 们 还 贷 ， 垫 付 了
那部分贷款的余额 。 父亲还埋
怨我买的太大了， 现在看着楼市
的变化， 我常常戏谑地问老爸，
买的还大吗？ 老爸就乐呵呵地敲
我脑袋。

从父母身边， 被父母牵手而
行的稚儿， 到豆蔻美少女， 到自
己成家立业 ， 再到儿子长大成
人， 40年虽说只是历史长河中的
一瞬， 却是人生的半途。 从一间
房四口人挤在一起 ， 到独立成
家， 拥有150平方米的住房， 这
不仅是我们一家人居室面积的变
化， 也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变化、
生活水平的变化。 我已经深深融
入到北京这个古都的隽永和底蕴
中， 庆幸自己在北京经历人生的
每个重要阶段。

如果人生可以再来， 我希望
在每个时段都留有文字的痕迹；
如果时间可以复制， 我希望能够
给父母更多的关心和爱； 如果爱
可以复制， 我希望给与家人更多
的关心和体贴。

我爱我的北京 ， 我爱我的
家。

□史占清 文/图

■家庭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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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老家风代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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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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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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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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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爸爸每月发了工资， 都要给
爷爷奶奶买点好吃的， 大多是些
花生米、 水果糖， 双手捧到老人
面前。 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
当时包花生米的小纸包， 通常是
用浅棕色的草纸， 掂着大约半斤
左右。 奶奶每回接过纸包， 便会
盘腿坐在炕上， 把花生米一小撮
一小撮的分给我们， 尽显一家之
主的风范 ， 兄弟姐妹们捧在手
心， 如获至宝。

与其说留恋奶奶给我们分发
美食的动作， 不如说更怀念纸包
里那一粒粒诱人的花生。 当时的
场景印象太深了， 以至于过去了
50多年 ， 仍经常浮现在我的眼
前。 也难怪， 当时正值三年自然
灾害时期， 物质极度匮乏， 商店
没有什么零食供人们选购， 我们
能吃上如此香甜的花生米， 绝对
是相当奢侈的超级享受了。

爷爷在80多岁时， 双腿经常
浮肿， 用手指按下去会留下一个
小坑儿。 妈妈看到眼里， 急在心
上 ， 四处寻找偏方给爷爷治腿
病， 用茄子秆、 槐树皮、 桑树皮
等熬水， 并亲手为老人的双腿洗
烫。 还别说， 一段时间后真起了
作用 ， 妈妈每天坚持不懈的努
力， 竟然把爷爷的腿治好了， 90
岁以后， 爷爷的腿再也没肿过。

爷爷喜欢吃炖肉， 上了年纪
后牙都掉了， 只能吃肥的， 而且
要炖得很烂， 一次能吃半碗。 那

时候， 肉比疏菜贵的多， 人们不
讲究营养， 认为肉是最好的。 所
以全家吃上一顿肉炒菜， 可真是
孩子们期盼已久的愿望。 妈妈每
回把香喷喷的炖肉端上桌， 总是
先给爷爷盛一碗。 儿子和媳妇的
悉心照料， 使老人的晚年幸福活
到近百岁。

父母是人生的首任导师， 直
接影响到孩子的一生。 爸爸妈妈
孝敬爷爷奶奶尽心尽力， 体现了
中华民族传承几千年的感恩美
德， 弘扬了华夏儿女一代代相传
的忠孝文化 。 耳濡目染潜移默
化， 我们兄弟姐妹四个人， 慢慢
地懂得了对国家， 要恪尽职守做
个有用的人， 对父母， 要感恩尽
孝做个有心的人。 每当听到别人
夸自家的几个孩子有出息， 爸爸
妈妈总是笑在脸上， 甜在心里。

如今， 我也当上了姥爷， 外
孙女已有四岁多， 小家伙聪明伶
俐十分可爱。 在我们尊老爱幼 、
恪守孝道的淳朴家风熏陶下， 她
知道把香蕉剥了皮， 先喂姥姥吃
一口， 外出时， 会迈开小腿儿自
己走， 不再缠着妈妈让大人抱。
在逢年过节 、 家人团聚的饭桌
旁， 当上姥爷、 姥姥的我们夫妻
要是还没动筷子， 晚辈们定会长
幼有序团团坐， 恭候我们老两口
举筷发话。 孝敬老人让他们的晚
年健康与快乐， 是普天下为人儿
女的责任和福分。

李金明是清华池浴池的一名
普通服务员， 同时也是一名搓澡
工。

29年前， 李金明在北京市服
务行业率先成立了学雷锋贴心人
便民服务队， 靠着一辆小三轮车
义务接送老人到浴池洗澡。 十几
年来共为60多位老人提供上门接
送洗澡服务 ， 累计达 6000多人
次 。 接送时间最长的老人达16
年， 年纪最大的96岁。 那时候，
他从一份资料中了解到， 60岁以
上的老人80%以上都会患上不同
程度的脚病， 便有了一个梦想，
一定要学会修脚技术， 为更多的
顾客患者解除脚病的痛苦 。 从
此， 他开始了自己圆梦修脚技师
的梦想。

李金明刻苦钻研修脚技术，
阅读大量关于脚病的医学书籍，
在为脚病患者解除病痛的实践中
不断提高技艺。 他不仅成为一名
技艺精湛的修脚技师， 还被群众
称为信得过的脚病治疗专家。

李金明曾先后获得全国 “五
一 ” 劳动奖章 、 北京市劳动模
范、 全国助残模范、 全国敬老好
儿女奖章、 北京市学雷锋十佳标
兵、 北京优质服务十佳标兵、 北
京市精神文明建设奖章及北京市
十大志愿者等荣誉称号， 并多次
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
见。 他发自内心地感谢党组织的
培养， 感谢顾客对他的信任， 用
他的话说就是： “改革开放圆了
我的修脚技师梦。”

迁入北京
40年

圆梦修脚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