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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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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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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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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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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 “五一 ” 劳动节前
夕， 我参加了吉林市总工会举
办的读书·自学成才经验交流
会 。 交流会后 ， 喜爱文学的我
在游览松花湖时看到了贺敬之的
手迹 《雨后游松花湖》， 颇有好
感， 特意请朋友为我拍摄了这张
照片。

上世纪八十年代， 随着改革
开放的步伐加快， 经济建设快速
发展， 人们对知识的渴望越来越
强烈。 读书热， 参加各种学习班
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为了填补
文革十年求知的空白， 我陆续参
加县总工会举办的英语短训班、
国家统计局和中央电视台联合举

办的 《统计学原理》 电视讲座培
训班， 都以优秀的成绩结业。 其
中 《统计学原理》 的结业考试 ，
是采取高考的形式办法， 全县三
千多名统计专业人员分别在102
个考场， 每个考场30名考生， 单
人单桌。 由国家统计局出题， 全
国统一时间开始考试。 全省统一
编号发放准考证。 我的 《统计学
原理》 单科成绩是92分， 排在全
县第三名。

1984年， 吉林财贸学院受吉
林省统计局的委托举办统计专业
大专班， 全省招生50人。 报名的
考生统一参加成人高考考试， 择
优录取。 全县300多名统计人员

报考， 录取了5名， 我的成绩是
第三。 1987年， 我从吉林财贸学
院大专班毕业， 12门专业课成绩
平均90分。

系统的专业学习， 让我的业
务水平提高很快， 我成为当地闻
名的业务骨干。 在以后的国企改
革中因为有突出的贡献， 受到上
级的表彰和奖励。 后来， 我受聘
为当地的中央电视大学统计、 会
计专业课客座教师。

在专业学习之余， 我对文学
情有独钟， 喜欢舞文弄墨， 写点
文字。

读书、 学习， 是我一生最大
的幸福和快乐。

■图片故事

□户力平 文/图

□杜伟 文/图

■家庭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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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磐石 文/图

读书是我最大的快乐

20世纪50年代后期， 毛泽东
同志提出了 “要全民皆兵， 要大
办民兵师” 的号召。 随后， 各企
事业单位和农村公社 （乡镇） 开
始组建民兵组织 ， 进行军事训
练， 并要求每个基干民兵 （即在
基层工作的、 以其为基础和骨干
的民兵）应从实战出发，学会使用
普通武器。 1959年初，当时的海淀
区东升人民公社成立了民兵团，
各大队成立了民兵营， 生产队成
立了民兵连，青年们踊跃参加。

五道口大队为营级编制， 称
“五道口营”， 下设民兵连， 多以
自然村为单位组成， 利用农闲时
间进行军事训练。

1959年8月间，五道口营分批
进行了集训， 主要内容是匍匐前
进、隐蔽、射击等，地点就在村外
的庄稼地里。 而今的五道口是一
派繁华的都市景象， 既是文化密

集地，也是商贸密集地。可五十多
年前却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京郊
小村落，周边是大面积的农田，种
植着小麦、玉米、高粱和蔬菜等，
村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军事训练以连为单位， 是在
不耽误农活儿的前提下开展训
练。 相对来说， 8月份的农活不
太紧， 夏粮早已收获， 秋收还有
两个来月， 且村子附近有不少的
青纱帐， 适于开展军事训练。

训练前， 专门召开了动员大
会。 民兵营长要求每个民兵战士
必须从实战出发， 做好每个环节
的训练 ， 要发扬不怕苦 、 不怕
死 ， 不惧艰难和忘我的革命精
神， 勇于训练， 勇于战斗。 随后
从一连开始依次进行训练， 每个
连训练三个半天。 三连是从8月9
日开始的。 当时使用的武器是公
社民兵团配发的， 有手枪、 冲锋

枪和步枪， 全是真家伙儿。 平时
由公社民兵团统一保管在军械库
里， 只在训练时才拿出来， 但不
配发子弹。 实弹射击训练时， 要
去靶场进行 （俗称 “打靶”）。

民兵们借助村外的不同地
形， 在连长的指导下进行各个科
目的训练。 当时正是夏末秋初之
际， 天气很热， 玉米长的有一人
多高， 置身于此， 异常闷热。 但
大家严格要求自己， 每个科目都
训练到位， 无论是匍匐前进， 还
是隐蔽 、 射击 ， 都做得一丝不
苟， 圆满地完成了训练任务。

8月11日训练结束后 ， 民兵
战士以玉米地为背景， 每个人都
手持武器， 合影留念。 大家目视
前方， 虽谈不上是飒爽英姿， 但
精神饱满， 一点儿也看不出训练
后的疲劳， 表现出了上世纪50年
代年轻人特有的精神风貌。

□辛述光 文/图

翻出一幅当年单位文艺宣传
队 队 员 相 聚 的 合 影 ， 照 片 上
的 几 位挚友 ， 如今都已六十开
外。

这几位老友当年有的搞创
作， 有的擅长唱歌跳舞， 有的吹
笛子 、 拉二胡 ， 还有的说起快
板、 演起小品更是得心应手。 除
了台上演出， 更多的是到工地为
一线员工慰问演出 。 节目虽粗
糙 ， 多是样板戏选段 ， 跳一段
“忠” 字舞， 要不就是挥刀耍枪，
跳起 《大刀进行曲 》 、 《地道

战》。
记得我们还绞尽脑汁， 给脸

上涂染黑色， 穿上民族服装， 演
起了黑人要翻身、 要解放的 《亚
非拉人民齐战斗 》 的舞蹈 。 排
练、 演出之余， 我们还和工人师
傅们一起 “抓革命、 促生产” 或
是 “备战备荒为人民 ”， 工作 、
演出的场景至今难以忘怀。

友谊地久天长， 相见格外亲
切。 大家回忆过去， 畅谈今天，
憧憬未来， 互相祝愿身体康健，
永远快乐。

■工友情怀

每年三月， 在我的家乡都要
举办一个油菜花节， 儿子程程一
直嚷嚷着要去 。 妻子说 ： “程
程， 你看我们家的生意刚起步，
我们哪有时间带你去， 爷爷奶奶
年岁大了， 他们很少出门， 我们
也不放心， 况且你奶奶她对花粉
过敏， 你是知道的。” 看着儿子
闷闷不乐的 ， 我就对妻子说 ：
“你带孩子去看看吧， 现在我们
都搬进了还建楼， 让孩子去看看
油菜花， 开拓一下视野也好。”

前些日子 ， 老师打来电话 ，
问我们愿意让孩子随同学一起看
油菜花吗？ 儿子兴奋地说： “爸
爸妈妈 ， 我跟同学一起去还好

些。” 第二天一大早， 儿子就起
床了， 和老师同学一起去看油菜
花。 下午儿子回家后， 还沉浸在
万亩花海中。 他告诉我， 他品尝
了地道的农家小吃 ， 还荡了秋
千。 老师还告诉他们油菜花籽可
以酿油 ， 以及油菜花的一些特
征。 他说， 他还准备写篇日记，
写写这一天的收获呢。 我和妻子
听了直点头。

我没想到一次游玩， 让儿子
增长了这么多知识 。 妻子对我
说： “以后不管多忙， 都要带孩
子走进大自然， 同时 我 们 也 要
做足功课 ， 这样让游玩更有意
义！”

50多年前的“基干民兵”

难忘40多年前的友情

儿子去看
油菜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