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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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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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情人节特稿

□金鹤 文/图

玫瑰花、 巧克力永远都是情
人节的主旋律， 任何年代玫瑰花
都代表爱情最圣洁的语言， 女孩
子在情人节那天收到男孩送来娇
艳欲滴的红玫瑰花， 都会沉浸在
幸福当中。

19年前的那个情人节， 我20
岁， 在一家刚成立不久的合资企
业上班， 负责仓库的筹建工作，
天天和装修公司的人打交道， 其
中有一个小伙子对我特别热情，
帮助我解决了不少问题。 当时我
虽然不懂什么叫爱情， 但是我朦
朦胧胧地感受到他很喜欢我， 很
在意我。

那天我正常上班， 因为没有
男朋友， 也没想到过会有人送我
玫瑰花， 下班了我就悄悄地离开
单位准备回家， 在走出单位大门
的时候听到有人喊我 ， 我转过
身， 看见这个小伙羞怯地注视着

我， 手背了过去， 刹那间我也有
点害羞了， 脸也红了起来， 我们
就这样默默地僵持了两分钟， 小
伙才走到我面前， 从背后把一束
玫瑰花递到我面前。

当我看着眼前的玫瑰花不是
真的玫瑰花， 而是绢花玫瑰， 很
是不解， 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送给
我这样的玫瑰花。 小伙看着我喃
喃动情地对我说 ： “我是江苏
人， 来你们这个地方打工， 家里
条件不好 。 没有资格和你交朋
友， 但是我心里很喜欢你， 我希
望你能遇到个优秀男孩娶你， 让
你幸福， 我想了很久， 要是送你
新鲜的玫瑰花， 几天以后就会枯
萎凋零， 你也会把它扔掉， 送你
绢花， 它会陪伴你一生， 让你永
远记得我喜欢过你。” 听完这段
话我感觉我很幸福， 遇见这样善
良诚恳的男孩， 喜欢爱慕我。

当时我就是年龄太小， 不懂
得女人遇到真心真意喜欢你的男
人不能轻易错过， 也许错过不一
定还会遇到对你更好的， 人和人
相识相处都是需要缘分的。 仓库
建完后小伙离开我的公司到其它
的地方打工去了， 不久后我也调
到另外的单位工作去了。

那个年代没有网络， 也没有
手机， 我们从此就失去了联系，
这段情缘也永远搁浅在那个闭塞
的岁月里， 也许在当今这个网络
信息发达的时代， 有情人会终成
眷属。

岁月无情， 人有情， 一晃我
已人到中年， 这个特别的情人节
永远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温暖着
我， 那束红艳艳的玫瑰绢花依然
在我父母家的花瓶里静静的开
着， 永远盛开在那个最美最纯的
青春里。

□胡京成 文/图

■■图图片片故故事事

□□瞿瞿小小静静 文文//图图

■家庭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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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回家家的的路路

前几天， 父亲打电话来惊喜
地告诉我说， 我家门前的土路修
好了。 今年春节回家， 我就能踩
上干净、 平坦的柏油马路了。 我
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打开相册翻出
照片———

这张照片， 是我考上大学那
年冬天拍摄的。 从那一年开始，
这条路便成了我离家、 返乡的必
经之路。 照片中的这条土路， 一
头， 连着通往县城的公路， 一头
连着我家的老房子。 我家处在村
子最东头， 这路便在我家门前。
每 次 离 家 前 ， 我 都 要 踏 上 这
条 路 ， 走着走着 ， 家就模糊在
视线里了。 每次回家， 我也要踏
上这条路， 走着走着， 就看到父
母从远处挥着手 ， 迎着我走来
了。

不同的时节回家， 在这条路
两旁看到的情景总是不一样的。
春天， 路两旁的田里多半是没过
脚腕儿深的麦苗， 还有少半是半
开半含苞欲放的油菜花， 好像一
幅生动的风景画； 夏天， 路旁的
麦苗就已经没过膝盖了， 并且吐
出麦穗， 颜色从翠绿渐渐变为金
黄， 散发出麦香， 没多久， 割了
一茬麦子的田地就会被耕耙得松
软均匀， 撒上玉米、 花生、 大豆
的种子； 秋天， 比人还高的玉米
秆儿上挂着的玉米棒子、 散发着
泥土香的花生、 被成熟的果实撑
得 “嘭嘭” 争相炸开的大豆， 都

将被乡人们收进粮仓， 然后开始
耕种新一轮的小麦； 冬天， 则是
乡人们最最悠闲的季节， 等几场
大雪把麦田覆盖得严严实实， 就
可以盼着来年的好收成了。

但是， 如果赶上雨雪天， 那
可就遭殃了———沾了雨水雪水的
泥巴， 任性得很， 它会死死地缠
上你的鞋子， 沾上你的裤子， 不
把你搞得一身泥泞绝不罢休。 如
果不小心脚下一滑不幸摔倒了，
那情况就更糟糕了， 必定就成了
泥人， 得赶紧回家换洗一新。 所
以， 每次遇到雨雪天离家， 父亲
总会给我备一双雨鞋， 雨鞋里层
外层都会套上一层塑料袋， 然后
用皮筋捆扎结实。 父亲还会特意
带上家里那把长柄的雨伞， 给我
当拐棍儿用， 陪着我走过那段泥
泞的土路。 等我踏上了通往县城
的公路， 便把雨鞋脱下来， 把长
柄雨伞交还到父亲手上。 父亲则
会一直站在路口陪我一起等车，
待我坐上通往县城的大巴车， 父
亲必会交代一句： 路上小心， 到
了记得打电话。

这么回想着， 真真儿是极其
美好的回忆。 如今， 老土路退了
休， 我还真有点儿舍不得。 这世
间的路， 百转千回， 可无论我走
过哪里， 都不如这条老土路感情
深。 毕竟， 这条路载着的是我满
满的回忆 ， 通向的是我暖暖的
家。

看着眼前熟悉的照片， 秦克
宁的眼睛湿润了。 从事摩托车运
动四十余载的点点滴滴， 又再次
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出来。

1958年， 秦克宁夺得湖北省
摩托车赛冠军后， 参加了第一届
全运会的摩托车比赛， 凭借优异
的比赛成绩， 穿上了国家队的运
动衣。 不久， 秦克宁有幸跨进清
华大学的校门， 在这座学习理科
知识的高雅殿堂里， 进修汽车制
造专业的课程整整三个春秋。

对摩托车运动情有独钟， 让
秦克宁遗憾的是在那个动乱的年
代里， 风华正茂的秦克宁不得不
离开了赛场， 他因一些莫须有的
所谓问题被关押审查， 爱人赵玉
芬被安排到北京射击场养鸡。

1975年， 在北京举办的全军
第3届体育运动会筹备期间， 秦
克宁与赵玉芬从国家摩托车队借
调到解放军摩托车队， 参与摩托
车运动项目的表演与比赛， 指导
摩托部队的官兵进行高难度的科
目训练， 为军事体育运动水平的
提高进行了大胆尝试， 付出了辛
勤汗水。 在此期间， 夫妻俩受到
了中央军委首长的接见。

担任国家队总教练后， 秦克
宁培养了一批批优秀运动员， 有

连拿７届250ＣＣ级别全国冠军的
艾河山、 有勇夺125ＣＣ级别全日
本国内选手赛冠军的许鹏……在
他们这一代国家队的教练中， 秦
指导的学历是比较高的， 他曾先
后到捷克斯洛伐克、 日本等国家
深造学习， 因此有人称他为学者
教练。

1998年， 在曼谷举办的第十
三届亚运会上， 秦教练指导训练
的香港队运动员拜仁， 取得了自
行车速降项目的第三名， 为香港
回归后在国际大赛中赢得了首块
奖牌。 最让他高兴的是山西青年
朱朝辉， 在壶口瀑布两岸数千名
观众的助威声中， 驾驶摩托车成
功飞越４３米到达对岸。 这其中，
秦教练精心设计并搭建了摩托车
跑道， 为朱朝辉提高驾驶技术付

出了大量的心血。
秦教练的爱人赵玉芬也曾驾

驶摩托车飞驰， 并获得过全国女
子冠军 。 夫妻俩无论谁外出比
赛、 讲学或参加活动， 彼此的旅
行包里， 都会装上对方的关爱和
亲情。 他们的独生子秦征， 17岁
时就获得了８０ＣＣ级别的全国冠
军。

去年， 国家体育总局为秦克
宁颁发了 “老运动员教练员关怀
基金”， 充分肯定他们这些争金
夺银， 为国争光的老运动员、 教
练员， 几十年来对新中国体育事
业做出的成绩和贡献， 体现了国
家体育总局各级领导对他们老一
代体育工作者的关心与帮助。 谈
到这些， 年近八旬的秦教练十分
动情， 充满感激。

冠军之家 1975年 ，
秦克宁夫妻在
解放军摩托车
队参加公路摩
托车表演赛。

1976年 ，
秦克宁参加摩
托 车 军 事 演
习。

秦教练夫妻和儿子秦征

永远盛开的玫瑰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