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午报是我的
良师益友

我在工厂的七年

□杜伟

记得前年在北京一家工厂打
工时， 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结识
了 《劳动午报》。 我的老乡在这
家公司的办公室工作， 她见我下
班后总是在宿舍里看书， 得知我
平常喜欢写写 “豆腐块”， 就把
单位订的午报留给我看， 那厚厚
的一叠报纸成为了我的精神食
粮 ， 我被这份报纸深深地吸引
了。 后来， 我回到了老家， 仍喜
欢在网上阅读午报。 徜徉其间，
我收获知识愉悦心灵。

这是一份内容丰富的报纸，
她为我们职工提供了许多帮助。
我喜欢 “维权”， 让我们知晓自
己的合理权益； 我喜欢 “聊吧”，
她好像你的知心朋友， 和你聊聊
职工联欢会幕后的故事， 听听养
老院护工说说自己的知心话……
我还喜欢 “情怀”， 这里记载了
工会岁月， 图片故事里说着亲情
友情和爱情……

在读报中， 我提高了自己的
文化素养。 渐渐地， 我的写作水
平也得到提高， 也有一些文章发
表了。 看着自己的名字被印成铅
字， 心里比吃了蜜还要甜。

在新一年里， 我祝愿午报越
来越精彩， 成为更多人的良师益
友， 为我们广大读者服务， 让我
们从中汲取营养， 生活更加充实
而有意义！

■午报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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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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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征稿启事

■青春岁月

□马仲清 文／图

□许双福 文/图

□胡萍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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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故事

无悔的忠诚

这张照片拍摄于1972年3月
19日， 我还是个17岁的小丫头，
入厂刚刚3个月。

那一年， 我初中毕业， 高校
不招生 ， 毕业后只有两条路可
走。 一条是上山下乡， 接受贫下
中农再教育 。 二是上工厂 ， 当
然， 能够留在城里进工厂的人很
少。 我很幸运， 被分配到了铁岭
半导体厂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

要知道， 在那个年代， 能当上工
人是无比荣耀的， 因为那是工人
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

这是个新建的工厂， 有百余
人。 工人的来源主要是四部分：
技术工人 、 下乡知青 、 转业军
人、 还有10个我们这一届的毕业
生 。 工人的结构比较简单且年
轻， 大家学习热情很高， 每天热
火朝天的工作 ， 挑灯夜战的加

班， 下班后斗私批修的学习， 忙
得不亦乐乎。 那时候的加班、 学
习都是没有报酬的， 可是没有人
有意见， 也没有人有什么怨言，
每个人都积极的、 主动的、 热情
的去工作学习， 奔着共产主义的
目标努力。

下班后， 百余人骑着自行车
冲出厂门， 那个壮观啊。 那时候
汽车还比较少， 我们下班又晚 ，

马路上总是空荡荡的。 寂静的马
路突然闯来这么一大拨飞驰的自
行车， 仅有的几个路人忙靠边，
向我们行注目礼。 只见一排排杨
树、 柳树闪过， 风中夹着笑声，
裹着青春的朝气疾驶而过。 工作
了一天， 其实挺累的， 但我们还
是充满了激情和渴望， 因为， 我
们拥有战无不胜的年轻， 有朝气
蓬勃的梦想 ， 有初生牛犊的好
奇 。 所以 ， 我们觉得快乐 、 幸
福。

我在工厂工作了7年 ， 直到
1977年恢复高考， 才离开那里 。
在大半辈子的人生经历中， 最难
忘的是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工
人师傅的淳朴、 善良、 热心是留
给我最大的财富。 记得有一次 ，
我的自行车出了点小毛病 ， 于
是， 把车子推到机加车间找高师
傅帮我看看， 高师傅爽快地说：
“好 ， 放这吧 ， 中午休息帮你
修。” 下班的铃声响过， 我去取
车时， 师傅们说： “高师傅不但
帮你修好了车， 还把车子全部拆
开， 擦了油泥， 所有零件都检查
了一遍， 这回你就放心的骑吧。”
看见擦得铮明瓦亮的车， 我好生
感动， 除了谢谢， 我竟然不知道
说什么好。 打那以后， 只要看见
我 ， 高师傅就会先看看车 ， 问
道： 车子有啥毛病没？ 有毛病就
送我那去， 别客气。

厂里的每个师傅都像高师傅
一样， 热心助人， 纯朴厚道， 没
有勾心斗角， 没有尔虞我诈。 工
厂的7年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
光， 永远也忘不了那段激情燃烧
的岁月。

■工友情怀 1955年 ， 我和老伴高淑清 、
胡之刚、 安福来在朝外南一小上
小学， 1961年毕业后又在北京64
中上中学。 老同学联系较多， 每
年过节都相互走动。

2015年2月11日下午 ， 我和
老伴高淑清、 胡之刚， 到通州的
安福来家串门。 在他家客厅的南
墙上， 我看到安福来悬梁叉、 倒
立等练武时的照片， 其中有一张
“朝天蹬” 的照片， 引起了我的
浓厚兴趣。 仔细观看， 这些照片
是2010年夏天拍照的， 那时安福
来已是61岁的老人了， 能练出如
此高难动作， 令人佩服。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安
福来从小喜欢练武， 60年前， 他
曾在朝阳门外建国武术社习武；
十几岁时， 他拜摔跤名家于崇福
为师， 他的业余时间全身心地扑
在摔跤上， 扑在练武的各种动作
中。 1974年， 在朝阳区中国式摔
跤比赛中安福来荣获最轻量级亚
军。 41年过去了， 这张奖状还悬
挂在客厅中。 如今， 安福来已是
67岁的老人了 ， 仍每天坚持练
功， 他两眼炯炯有神， 胳膊上的
肌肉硬邦邦的， 腿脚灵活走路带
风。

多年来， 他很少去医院看大
夫。 交谈中他说： 要掌握自我，
要坚持练功， 生活要有规律， 心
态平和， 这样才能平安快乐地过
好晚年生活。 这正是： 幼小练功
不放松 ， 花甲练出 “朝天蹬 ”。
身体倍棒无疾病， 晚年幸福乐心
中。

清晨4点多钟 ， 被急促的哨
声惊醒， 紧接着， 听到接兵的干
部在走廊里来回大声喊道： “打
好背包 ， 拿好东西 ， 操场上集
合。”

头一天晚上， 我们这些应征
入伍的新兵， 被武装部送到这所
中学移交给部队， 吃过晚饭， 以
排为单位 ， 睡在教室的水泥地
上。

大家整理好自己的物品， 跟
随排长上了大巴车， 来到了西安
西站的兵站 ， 排长又点了一次
名， 队伍向站台走去， 与来送行
的家人道别后， 这列军列满载我
们两千多新兵一直向西北行进，
三天后， 我们来到了梦寐以求的
军营， 军旅生活从此开始， 这是
发生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的
事。

茫茫戈壁， 大漠孤寂。 在日
后的学习、 训练中， 我们慢慢懂
得， “保家卫国” 的真正意义。
“冬练三九， 夏练三伏。” “平时
多流汗， 战时少流血。” 这是连
长时常说的话。

春夏秋冬， 每天在戈壁上进
行战术训练， 投弹、 步兵地雷的
埋设与排除、 擒拿格斗、 野外生
存训练等等， 一丝不苟地学， 不
知疲惫地练， 为的是履行 “保家
卫国” 的职责， 实现立功当英雄
的夙愿。 虽然， 这里的气候十分
恶劣， 经济、 文化生活匮乏， 战
友们无论来自何方， 一个共同的

信念， 铸就钢铁长城。
一天的凌晨两点多， 我们被

强烈的爆炸声震醒， 战友们快速
翻身下床， 连长命令： “轻装进
入阵地， 准备战斗。” 大家拿起
武器， 全连飞速进入各自的作战
位置。

连长： “敌一加强营侵入我
国， 向我连方向运动， 营部命令
我连进行阻击， 不能让敌人越过
我们的防线。” 我们班的阵地在
最前沿， 大家做好了战斗准备，
向阵地前的戈壁上瞭望 ， 看见
“敌人” 是横队过来的， 而且人
还不少， 心里正犯嘀咕时， 连长
喊道： “接营部命令， 敌已被我
兄弟部队歼灭， 解除战斗警报。”
大家是莫名其妙 ， 前面那么多
人， 怎么就撤了？ 连长： “你们
是怎么观察的？ 那是网络阵地的
战壕， 天黑， 看走眼了。”

后来才知道， 此次 “突袭”，
是连长检验全连的应变速度和反
应能力 ， 让文书扔了四枚手榴
弹， 导演了一场被 “突袭” 的假
象。

在那经济与文化匮乏的年代
里 ， 人们的精神没有因此而匮
乏， 而是充满热情， 充满活力 ，
这股热情和活力来自于忠诚， 来
自于神圣的使命感 。 今天想起
来， 仍然令人挂怀， 这是一种纯
粹的忠诚 ， 没有丝毫杂念的纯
洁， 让人一生珍藏， 无怨无悔。

安福来的
朝天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