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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模时纯利病逝前的
一个工作镜头

亲爱的小姑 缅怀爸爸

■天堂信使 ———清明节专栏

时传祥、 时纯利父子两代劳
模的故事 ， 在华夏大地家喻户
晓 ， 久为传扬 。 老劳模时传祥
“宁愿一人脏， 换来万家净” 的
敬业精神， 曾激发出广大职工爱
岗敬业的热情和劳动的积极性，
他的事迹影响了一代人。 而时纯
利继承父亲的遗志， 在环卫战线
上工作的26年时间里， 也用劳动
的汗水抒写了不平凡的精彩人
生！

又到清明时节， 使我不禁深
深的怀念起英年早逝的劳模时纯
利， 这位在平凡岗位上实干出来
的劳模令我时时感动和难忘， 在
他生前的一次慰问农民工的活动
中， 我是偶然见到了久闻大名的
他。 虽然， 我未能与他有过说话
的机会； 虽然， 他也不知道在那
次慰问活动中为他拍照的人是
我， 但这一切并未影响到我对他
的敬佩和怀念之情。

那是2010年7月28日的中午，

一场由北京市总工会、 北京市住
建委联合组织的慰问农民工的活
动在我所在的单位———北京城建
二公司承建的亦庄林肯公园建筑
工地内举行， 当时我作为公司宣
传人员负责活动的拍照工作。 我
记得活动的当天 ， 太阳火辣辣
的毒热 ， 一位身材健壮墩实 、
浓 眉 大 眼 、 脸 庞 微 黑 而 透 红
的中年人随慰问的领导们下车
后热情地与前来迎接的干部、 职
工们握手寒暄。 经介绍， 大家才
知道， 主持这次慰问的主要领导
就是久闻大名， 让职工、 民工们
感到光荣自豪的劳动模范时纯利
同志。

活动仪式很简短。 在慰问讲
话中， 时纯利始终面带真挚发自
内心的微笑， 他声音洪亮地对在
太阳下等候的上百名农民工亲切
地说道： 农民工兄弟们好， 让你
们久等了。 感谢你们为首都建设
所做出的贡献……

慰问中， 时纯利弓身俯身 ，
将一袋袋慰问品热情地递到一个
个农民工手中， 并问寒问暖， 丝
毫没有做作的样子和官架子， 流
露出的真情实感让人感动和难
忘。

短促的慰问活动结束后， 没
有片刻的休息， 时纯利带着汗水
和工地的灰尘又急匆匆地奔忙到
另外一个活动之中。

两年之后， 我得知了劳模时
纯利英年早逝的消息 ， 倍感惊
愕， 惋惜不已， 他慰问农民工的
情景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 就像
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 久久不敢
忘却。 虽然， 在他生前我只见过
这短短的一面。 虽然， 他不认识
我， 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他的怀
念和敬佩。 因为他的事迹， 他爱
岗敬业的劳模精神， 已经深深地
融入到我的血液和骨骼之中， 化
成为我在平凡岗位上爱岗敬业的
永不消失的动力！

听到笑林去世的消息， 我很
惊讶。 59岁， 正是享受人生的大
好时光， 没想到他却突然离去。
生命竟是如此脆弱。

1996年深秋， 一部以反映铁
路工人生活为题材的多场次轻喜
剧 《大院》 在北京演出， 由中国
铁路文工团说唱团的几位 “笑
星” 联袂出台， 那精彩的台词和
幽默的风格， 给首都观众带来了
欢乐。 《大院》 在首钢古城影剧
院演出时， 我采访了该剧的主创
人员。 在后台化妆间， 笑林、 李
国盛、 石富宽、 巩汉林、 李嘉存
等人边化妆边对台词， 我自报家
门后， 他们都非常热情地介绍情
况， 其中说的最多的就是笑林老
师。 当年40岁的笑林看上去十分
帅气， 他说， 我一直关注首钢，
这次能来首钢演出我们都非常高
兴。 我们文工团的宗旨是 “学工
人、 演工人、 演好工人为工人”，
我们从来没有忘记给奋战在各条
战线上的工人兄弟奉献更多的艺
术精品。

在轻松愉快的交谈中， 我了
解到 《大院》 诞生的经过。 1996
年春天， 剧团创作人员下基层体
验生活， 准备创作一些相声、 小
品来丰富首都舞台， 身子 “沉”
下去之后， 大家被铁路工人默默
无闻、 不讲名利的奉献精神深深
感动着，掂量着鲜活的生活素材，
富有责任感和创作激情的笑林觉
得如果用小品、 相声等艺术形式
来进行创作， 是难以驾驭如此厚
重主题的， 于是他们萌生了要写
一个“剧”的念头。笑林与编剧一
道深入到有关铁路局的站段宿舍
大院的家委会， 走访了列车长、
司机长、 养路工及家属等200余
人， 通过集思广益， 最后大家决

定发挥说唱团演员的优势， 用轻
喜剧表演形式， 从铁路员工和家
庭琐碎生活切入， 挖掘人物的内
心世界， 以期在苦辣酸甜的人生
大舞台上， 再现铁路工人的喜怒
哀乐， 让人们在笑声中对当代工
人的追求有所感悟、 有所回味。

在这部剧中， 笑林饰演青年
工段长赵大力， 他以苦为乐， 不
为金钱享受所动， 表现出的工人
阶级质朴品质和坚定信仰， 使那
位在出国潮中被卷走丈夫的 “女
大款”， 在他面前无空可钻， 无
计可施。 参与策划创作的笑林终
于在他所熟悉的生活氛围中， 又
塑造出一个感人的形象。

笑林自豪地说， 《大院》 的
人物和剧情在观众中引起了共
鸣 ， 许多观众写来热情洋溢的
信， 不少专家学者也给此剧高度
评价， 一位美学教授说， 这个戏
本身已使我深受感动， 更令我感
动的是在当前 “伪白领” 的都市
剧泛滥的情况下， 还有人去写工
人， 去写这些小人物的戏， 这实
在是难能可贵的。

因为嗓音条件好， 笑林把表
演风格定在走说唱路线上 ， 他
说， 内容决定形式， 只要观众喜
欢。 需要演话剧就去演话剧， 需
要说相声就去说相声， 需要去唱
歌就去唱歌。

采访结束后我写了一篇 《大
院内外说笑林》， 几天后在 《工
人日报》 全文发表。 他还想就目
前中国的相声现状、 相声的继承
与创新发表独家观点， 我们约好
再次采访……现在看来， 这个约
定已成为一个永远的遗憾。

一个值得人们怀念的艺术
家， 爱工人演工人的笑林， 一路
走好。

八年前， 爸爸因患胃癌住进
了解放军某医院。 一日， 查病房
的外科主任对我说： “你父亲的
病只有进行手术， 才能挽救他的
生命。 可他毕竟已是81岁的老人
了， 做这样的大手术恐怕他的身

体吃不消……” 医生的一番话，
也是我们做儿女所担心的事情
呀！

为了减轻爸爸的痛苦和延长
他老人家的生命， 我们姐弟仨违
心地告诉爸爸： 您老患的是胃溃
疡， 需要做一个小手术……听了
我们的话 ， 爸爸却乐观地说 ：
“别说是个小手术， 就是再大的
手术我都不怕。” 后来， 我才从
妈妈的口中得知， 其实， 当时已
经住院的爸爸早就知道了他的病
友们几乎都是癌症患者， 且有的
人还是 “二进宫” 呢。

爸爸是1948年参加革命的老
战士， 还曾是上世纪50年代总后
勤部宣传队里的 “男中音”。 退
休后， 他一直参加区老年合唱团
的排练和演出。 在手术前夕， 他
还在病床上背歌词呢 。 一天上
午， 我去医院看他时， 爸爸从枕
头下面拿出来自己亲自抄写的一
张歌片儿， 是车行词， 戚建波曲
的 《父 亲 》 。 他 笑 着 对 我 说 ：
“这几天， 我在病床上抄了三份
歌谱， 分别要送给你们姐儿仨。
等我手术后， 希望你们能把这首
歌学会， 到时候我可要给你们当

考官哟。” 望着乐观的爸爸， 我
的泪儿差点流出眼眶。 这哪里是
几张歌谱， 他分明是怕自己上了
手术台再也下不来时， 留给我们
的临终纪念呀。 “想想你的背影
我感受了坚韧， 抚摸你的双手我
摸到了艰辛， 不知不觉你的鬓角
露了白发， 不声不响你眼角上添
了皱纹……” 多好的歌词， 多好
的父亲呀。

正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 爸
爸的手术非常成功， 术后不久便
出院了。 自然， 那首 《父亲》 也
成为我们每次探望爸爸时必唱的
歌曲。 五年之后， 可恨的癌细胞
又扩散到他的肝部， 虽经医院及
时抢救 、 化疗 ， 但仍旧无力回
天， 父亲最终于2012年7月中旬
离我们而去。

爸爸走了， 但那几张他亲手
抄写的歌谱， 至今还被我们珍藏
着。 每每看到歌片儿中那熟悉的
字 体 ， 我 就 总 想 对 在 天 堂 里
的 爸 爸说 ： “这辈子做你的儿
女， 我没有做够； 你下辈子还要
做我们的父亲。” 这是我们做儿
女的心声， 也是我们做儿女的心
愿！

爸爸送给我一首歌

后排右一者为作者父亲

爱工人演工人的
笑林

为了一个城市户口， 小姑远
嫁东北 ， 跟了一个大她19岁的
人。 来信总是报喜不报忧。 我们
多年没见了， 当得知您患乳腺癌
去世的消息， 我泪如泉涌， 和你
一起捉蝉时的快乐， 和你一起吃
野葡萄时的陶醉， 你给我擦眼泪
时的幸福， 过去的一幕幕出现在
眼前。 我真的想你， 如果人死后
能托梦， 你就托个梦， 让我们在
梦里相见吧， 我亲爱的小姑。

刘志云

爸爸， 女儿有好多话儿想对
您说， 女儿知道您最牵挂的就是
店铺生意。 爸爸， 女儿店铺已经
扩大了， 生意比以前好多了， 店
里闲暇之时还给报社写点稿子，
近年来也成了不少报社的读者兼
作者。 女儿取得的成绩都离不开
你老人家的教导和关爱， 您虽然
离开我们已经10年了 ， 但是您
在世时说过的每一句话我都会铭
记心间。

孙海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