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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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稿启事

■■图图片片故故事事

今年是著名作家冰心女士诞
辰115周年， 她逝世转眼已过16
周年。 我与冰心的缘， 来自一次
通信， 其逝世后， 我曾怀着悲痛
之情， 送过她最后一程。 回忆往
事 ， 倍感温暖 ， 冰心无私的大
爱， 仍温暖我心间。

冰心， 20世纪的同龄人， 20
世纪的文学大师。 在读者心中，
冰心是永远的。 每当我路过北大
燕南园和临湖轩时， 每当我漫步
在北大未名湖和湖心岛时， 都会
不由自主地想起冰心， 在这里，
老人留下了大量的足迹。 她曾在
这里求学、 生活、 执教、 结婚，
北大是她的梦， 燕园是她的家。

1996年3月 ， 我到北大中文
系进修， 我的老乡陈玙女士是冰
心的亲戚， 长期住在老人家里， 照
顾她。由于这一层关系，我有机会
走进冰心的书房，感受冰心的爱。

冰心的书房， 书架上整齐有
序地摆满了书 。 陈玙女士告诉
我， 冰心老人早已把她藏书的一
部分 ， 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
馆， 成立了冰心文库， 另一部分
就赠予了她的家乡福建长乐。 书
架上的冰心头像雕塑 ， 和蔼可
亲， 仿佛在对着我微笑， 我情不
自禁地与她 “合影” 留念。

看着这书这像， 我感觉老人
好像就在屋子里行走着， 空气也
变得温暖起来……

那是1994年的6月1日， 在浙
江老家的我做梦都没想到， 一名
普通的农村青年居然收到了冰心
寄来的亲笔题词： “兰溪市梅江
文化研究中心” 与 “梅江风情”
两幅墨宝， 一位大名鼎鼎的文学
家， 竟会如此平易近人， 如此关
心年轻人。

1999年2月28日 ， 冰心老人
遗憾地告别了人世。 八宝山送别
仪式上， 领导来了， 亲友来了，
读者来了， 海外的好友来了， 送
行的人不计其数， 送别的队伍排

成了长龙。
那一天， 老人慈祥地安卧在

鲜花丛中 ， 红色玫瑰点缀着灵
堂。 冰心手迹 “有了爱就有了一
切” 悬挂于灵堂正中。 冰心的儿
女说： “母亲最喜欢玫瑰花， 尤
其是红玫瑰， 猩红， 味道幽香；
而更重要的是玫瑰花有刺， 玫瑰
既美又有刺， 就说明一个人活在
这个世界上， 一定要有原则。”

在灵堂里， 我的心久久不能
平静， 我想着一定要把冰心一生
所倡导的爱传递下去。 我与“躺 ”
在鲜花里的冰心老人惜别， 并留
下了最后一张珍贵的 “合影”。

冰心帮助过的读者数不胜
数， 他们或得题词， 或得见面，
或得写序， 或得回信。 是她春风
般的爱， 温暖了大家。

在陈玙女士的印象中， 冰心
待人随和， 没架子， 愿帮人， 但
很讲原则。 当她从电视或报纸上

看到有人有困难需要帮助时， 就
会主动寄去稿费或写信鼓励。 她
把身边的保姆都视为自家人。 陈
玙回老家照顾生病丈夫的那段时
间， 冰心一直放心不下， 还经常
打电话或写信问候她。

冰心对儿孙很疼爱， 但绝不
溺爱。 她教育儿孙要有爱心， 要
自强不息， 要自力更生， 不依赖
别人。 她外孙在美国留学时， 利
用课余时间， 打工挣学费。 而冰
心的稿费， 却大把大把地捐赠给
了希望工程， 或是直接用于帮助
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冰心女儿吴青曾与我谈起儿
童教育问题时说： “我妈妈从不
要求我在班里的名次， 她只要求
我做一个真诚、 快乐、 有爱心的
人， 身心健康最为重要。” 吴青
女士从北京外国语大学退休后，
一直热心于公益事业， 我想， 这
与冰心的言传身教密不可分。

□□柳柳哲哲 文文//图图

送别冰心， 我与老人最后一次 “合影”， 依依惜别。

冰心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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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雨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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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相册

□史占清 文//图

笔者在石油公司 （油库、 加
油站） 工作了36年。 多年的工作
经历， 不但让我认识到成品油在
国计民生中的重要作用， 也培养
树立了较强的防火安全意识， 学
习掌握了预防油品跑冒、 电器故
障、 静电等引起火灾事故， 以及
如何报火警、 使用灭火器材扑救
初期火灾方面的知识。 对此， 在
石油公司工作的员工 ， 都有同
感， 所做的第一门功课都是防火
安全。 这些知识应用到家庭生活
中， 也意义重大。

回顾在油库工作那20多年 ，
基本上单位每年都组织一次规模
不等的消防安全知识竞赛、 灭火
演练或消防田径运动会。 单位最
早组织的首届消防安全知识竞赛
是在1986年， 此后又举办了6次。
其中规模较大的一次， 是1989年
9月在区工人俱乐部礼堂举办的
迎国庆安全消防知识竞赛。 这次
竞赛是我们单位和区粮食局、 区
百货公司联合举办的， 3个单位

各组织了2支代表队6名队员参
赛， 时任区长、 副区长和有关局
办领导到场观摩， 3个单位的200
多名职工到场助威。 时隔两天，
我们单位又组织了迎国庆大型消
防演习。 那次演习， 门头沟、 石
景山和翠微路3个消防中队的10
部消防车、 70多名消防官兵， 按
照实战要领排兵布阵。 演习不仅
让干部职工开阔了视野， 增加了
知识， 油库周边的群众， 也赞不
绝口。 令笔者欣慰的是， 上述两
个活动组织策划我都参与其中。
这也为此后我再组织相关活动积
累了不少经验。

2000年起， 单位加油站聘用
的劳务工逐渐增多 ， 最多时达
150名左右。 为使劳务工熟练掌
握防火灭火知识， 提高大家的安
全意识， 2001年9月， 单位又组
织了一场规模较大的田径消防运
动会。 运动会上， 单位聘用的保
安队员和几十名职工， 参加到百
米、 接力、 铅球、 器材识别灭火

等比赛项目中， 取得前三名成绩
的还获得了物质奖励。 另外， 在
迎新年棋牌、 拔河、 书画展等文
体活动中， 我都安排了带有消防
安全知识内容的灯谜节目。

笔者在保卫科、 办公室任职
十几年。 那些年， 不管是以科室
还是以工会名义组织的业务培

训， 防火安全知识都是不可或缺
的内容 ， 有时还要进行书面考
试。 通过这些知识竞赛、 灭火演
练、 技能比武、 培训授课、 消防
运动会等， 不仅宣传普及了防火
安全知识， 也让干部职工增强了
安全意识， 做到了险情面前能及
时采取避险、 抢险措施。

今年年初， 北京冬奥申委向
国际奥委会正式递交了申办2022
年冬奥会的 《申办报告》， 标志
着北京申办冬奥会工作正式启
动。 如果这次北京申办冬奥会成
功， 届时肯定会有不少外国注册
记者和非注册记者到中国来现场
采访冬奥会。 这使我想起了八年
前， 北京筹办第29届奥运会时紧
张忙碌的情景。

2007年， 我在原宣武区委宣
传部外宣办负责媒体记者的接待
工作。 一天上午， 我接到了一个
要求采访的电话， 她自我介绍叫
韩男洙， 来自韩国， 目前是北师
大在读的博士生， 特别喜欢中国
的民俗文化， 希望我们帮助她联
系采访北京空竹博物馆以及 “抖
空竹” 的传人， 了解这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市民和中小学
生中的普及工作。 我当即为她联
系了空竹博物馆和抖空竹技艺的
传承人李连元老师， 并对一些相
关人员进行了采访。 看到许多北
京市民都会抖空竹， 那些高手们
精彩绝伦的技艺让这位韩国朋友
惊叹不已。 通过采访， 很多内容
都成为她出版专著的素材。 为了
让她更多地了解中国民俗文化，
我和老伴带她到和平门、 东西琉
璃厂逛厂甸庙会， 还去了老舍茶
馆 ， 观看含灯大鼓 、 杂技 、 魔
术、 变脸等节目。 这张照片就是
我们在老舍茶馆门前拍摄的纪念
照。

八年来 ， 每逢春节 、 清明
节 、 端午节 、 重阳节等传统节
日， 韩男洙都会给我发来电子邮
件 ， 向我们表示问候并祝贺节
日。 我们亲切地称她为 “中韩文
化的小使者”。

我的韩国朋友

防火安全知识
让我们受益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