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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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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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春节将至， 和家人一起去老
北京年货大集上置办年货。 远远
儿的 ， 就看见火红的对联高高
挂 ， 排着长队的人群中人头攒
动 。 大集摊位上 ， 更是热闹非
凡， 什么辽宁榛子大对虾、 南京
香肚盐水鸭、 天津麻花狗不理、
贵州黔五福湄江茶、 新疆核桃大
枣哈密瓜……不得不感叹， 如今
的物质生活真是太丰富了！ 走出
家门就能品尝到全国各地的美食
特产。 可在二十年前， 可远不是
这样。

不由得想起小时候， 跟随母
亲一起去赶大集置办年货的情
形。 那时候， 物资还相对匮乏 。
过年买一斤青皮桔子， 两包花生
糖， 就够稀罕的了。 特别是在农
村， 老乡们不怎么舍得花钱， 过
年也总喜欢买些肉啊、 火腿啊这
些实在东西， 对于果仁酥糖那些
花哨吃食着实舍不得掏腰包。 可
就是那么点儿花哨吃食， 引诱着
我肚子里的蛔虫。

过了腊八就是年， 年货大集
也由此拉开帷幕 。 每年腊八前
后 ， 母 亲 都 会 把 自 家 地 窖 里
贮 藏 着的萝卜白菜挖出来 ， 择
干净 ， 包整齐 ， 拉到集市上去
卖。 从早上叫卖到晌午， 运气好
的时候 ， 萝卜白菜卖的精光 ，
这时母亲会尤其高兴， 常常会额
外给我买一个冰糖葫芦或者棉花
糖； 有时候运气不佳， 会剩下几
根 萝 卜 或 几 棵 白 菜 卖 不 完 ，
这 时 候我会偷着乐 ， 因为剩下
的菜母亲不会再带回家， 怕路上
颠簸伤了菜， 再一过夜就坏了，
不 值 当 ， 所 以 会 进 行 物 物 交
换———用自家卖剩下的萝卜白
菜 ， 去 换 别 的 小 贩 卖 剩 下 的
香 蕉 桔子瓜子酥糖 ， 不管换到
什么， 总归是换了花样， 这对于
我而言 ， 多多少少都会有些惊
喜 。 小 贩 老 乡 们 也 是 各 换 所
需 ， 早上满载而来 ， 傍晚乐呵
而归， 末了， 还不忘彼此道一句
新年大吉。

跟着母亲赶大集时的买和
卖， 从腊八持续到腊月二十三过
小年， 半个月的光景， 一年收获
的萝卜白菜也卖得差不多了， 还
略有剩下的， 留着自家过年盘饺
子馅儿用。 今儿换副对联换张年
画， 明儿买本日历买把扫帚， 年
货就在这一天一天的交换和积累
中置办齐了。 那些年过春节， 真
的是一天一天数着日子过的， 一
天有一天的事儿要干： 二十三，
祭灶官； 二十四， 扫房子； 二十
五， 磨豆腐； 二十六， 去割肉；
二十七， 杀只鸡； 二十八， 贴花
花……

现如今， 生活节奏快了， 物
资丰富了， 年货大集也是 “女大
十八变， 越变越好看”。 人们没
时间也没精力一天一天数着日子
置办年货了 ， 去赶一趟年货大
集， 东西差不多就能置办齐了。
而那些年， 我赶过的年货大集，
也只能化作美好的回忆， 寄托在
这字里行间了。

■图片故事

□北雁南飞 文/图

■家庭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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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式彝 文/图

父亲生前干了一辈子邮政工
作， 生活俭朴， 一生耿直。 我兄
弟姐妹七人全靠父亲的微薄工资
来维持生活， 母亲操持家务， 辛
辛苦苦把我们养大成人。

曾记得上世纪 1954年春节
前， 父亲对母亲说： “咱们家没
有一张儿女们的照片， 能否拿出
点钱来给他们姐三个照张照片。”
母亲点头同意， 我和姐姐弟弟穿
上新衣服， 父亲带着我们到了照

相馆， 就这样这张老照片一直在
我这里保存了60年。 前几年也是
春节， 去给76岁的姐姐拜年， 我
拿 着 这 张 老 照 片 给 她 瞧 ， 姐
姐 看 后非常激动 ， 并眼含泪水
喃喃的说： “这张老照片存到现
在很不容易， 太珍贵了， 这张老
照片能勾起儿时的记忆和对父母
的思念。”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
有和老姐姐拍个合影照深感遗
憾。

□唐文胜

■午报情缘

夜晚因为有了星光才富有生
气， 人生因为有了 《劳动午报》
才更加精彩； 星光永远是夜空中
不灭的明灯， 《劳动午报》 永远
是我们读者一族的精神家园。 创
业打拼的人生路上， 我与 《劳动
午报》 共成长。

寂寞的日子 ， 漂泊的日子 ，
无助的日子， 失败的日子， 创业
打拼的日子 ， 游弋在 《劳动午
报》 的精神家园。 寂寞的日子不
再孤独， 漂泊的日子不再青春虚
度， 无助的日子不再失落消沉 ，

失意的日子不再长叹短吁， 创业
打拼的日子不再枯燥单调， 生活
充满鸟语花香， 真是一报在手，
快乐前途都无忧。 感谢 《劳动午
报》 为我们读者奉献了一份这么
好看又耐读的报纸， 感谢 《劳动
午报》 的编辑和作者为我们广大
读者奉献了这么好的精神食粮。

阅读 《劳动午报》 是一种享
受， 拥有 《劳动午报》 是一种幸
福。 徜徉在 《快评》、 《聊吧》、
《文娱 》 的文化茶馆 ， 品一杯
《文苑》、 《情怀》、 《足迹》 的

百味咖啡 ， 共同感受来自 《特
写》、 《人物》、 《关注》 的众生
百态，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享受，
一种潮流， 一种恬静悠闲的现代
生活方式 。 今天回首 《劳动午
报》 激情澎湃的过去， 展望 《劳
动午报》 阳光明媚的未来， 值此
骏马辞旧岁， 金羊迎新春的幸福
时刻 ， 我真诚地祝福 《劳动午
报》 一路阳光一路高歌， 一路耕
耘一路收获， 在万千报刊的激烈
竞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一领
风骚数百年。

□邵长军 文/图

■工会岁月

或许在你现在和曾经的工会工作中， 有无数个细节如
同过眼云烟飘过。 但总会有一些小故事伴随着某些物件、
某些人和某种符号留了下来。 比如一次活动、 一个日子、
一张照片……

多年前， 我在一家公司做行
政经理 ， 老板为了节省人力成
本， 让我兼管工会， 丰富职工业
余生活也就成了我的本职工作。

2006年中秋节 ， 一样的明
月， 照亮了不一样的夜晚。 我所
在的台州和日汽车零部件有限公
司和浙江和日汽车摇臂有限公司
共同举办了一场精彩的中秋联欢
晚会。 两家公司的数百名员工齐
聚一堂， 在中秋之夜有了一份共
同的铭心记忆。

中秋临近， 每一个角落似乎
都充满了浓浓的节日气息， 多少
游子归心似箭。 为了让员工能够
过一个温馨快乐的中秋， 民营企
业能拿出一大笔钱举办联欢晚
会， 老板也算是很开明， 机会实
在难得。 我和摇臂公司的工会负
责人， 提前一个月就开始组织策
划 ， 借服装 、 找道具 、 编排节
目。 为了让职工们从心底产生温
暖， 我们没有邀请名人捧场， 也
没有安排领导讲话， 真正让职工
成了欢乐舞台的主角。

那场中秋晚会， 是我在浙江
民营企业五年多的时间里， 参与
组织职工文体活动最难忘的一
次。 主持人从职工里挑， 演员从
职工里选， 所有节目参演职工自
己编排， 全部的彩排活动都在夜
间和星期天进行， 一切准备工作

都在紧锣密鼓中倒计时。
“海上升明 月 ， 天 涯 共 此

时”。 每个人承载的月光就是亲
人温暖的目光， 对于漂在异乡的
打工者来说， 中秋大联欢这样的
时刻是值得激动与期待的。 精心
布置的舞台看着就让人兴奋， 每
个演员的表演都非常的投入， 观众
们一次又一次为工友们激情四射
的表演喝彩。 精彩、 丰富的节目
泯灭了很多人心头的孤独感， 在
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每个人都被
这温馨的场景深深地感动。

为了回馈全体员工的辛勤付
出， 节目表演过程中还穿插了抽
奖活动。 抽奖嘉宾全部是公司管
理人员， 丰厚的奖品很是诱人，
晚会的气氛也越来越热烈， 在各
种奖项的抽取中一步步推向高
潮。 舞台成就了梦想与希望， 那
些欢乐的笑声 ， 那些激动的掌
声 ， 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工友
们， 和我的打工生活一起， 永远
留在了记忆里。

十轮霜影转庭梧， 此夕羁人
独向隅。 看着这张照片， 那些激
动人心的情景又一幕幕在眼前闪
现。 每一个漂泊的打工者都有一
个梦想， 给他们搭建一个舞台， 让
每个人都有机会展现自己的魅力 ，
作为晚会的组织者， 我为自己力
所能及的付出感到欣慰和自豪。

那些年，我赶过的
年货大集 三姐弟的

唯一一张合影

我在那场
精彩晚会的幕后

拥有午报是一种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