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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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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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图片故事

□马仲清 文/图穆斯林餐厅印象
20多年前， 在朝阳门外三里

屯地区， 有一个回民饭馆， 人们
习惯地称呼为穆斯林餐厅。 穆斯
林餐厅位于工人体育场东路， 三
里屯马路南侧， 东邻著名漫画家
黄苗子题写店名的 “川鲁餐厅”。

穆斯林餐厅大门上方悬挂的
“穆斯林餐厅” 匾额， 是曾担任
国务院副总理的杨静仁题写的。
穆斯林餐厅经理何凤仪是回民，
熟悉何凤仪的人都管他叫 “何奔
儿”。 何凤仪好交际， 喜好唱京
剧。 1989年， 他创办的 “中国戏
迷协会”， 把穆斯林餐厅办成了
弘扬国粹京剧的活动场所。 每到
周五晚上，举办京剧戏迷演唱会，
京剧名家袁世海、 张君秋、 李和
曾、杜近芳、王金璐、吴素秋、梅葆
玖、 刘雪涛、 吴钰璋、 景荣庆、
冯志孝、 赵葆秀、 王树芳， 曲艺
界名家骆玉笙， 以及王铁成等表
演艺术家，都曾到这里表演；一些
小演员、戏迷票友也登台演唱，与
老艺术家共同弘扬国粹。 何凤仪
经理有时也登台演唱， 他唱的马

派 《苏武牧羊》、 《借东风》 选
段， 字正腔圆韵味十足。

穆斯林餐厅的文化氛围也吸
引了四方食客的瞩目， 大家在这
里品尝美食的同时， 也能近距离
地观看到艺术家们的精彩表演和
欣赏到文艺界名流们的墨宝。

1998年的正月初四， 我们朝
外南中街一小1961年毕业的部分
师生， 也在三里屯的穆斯林餐厅
聚会。 那天， 老同学黑永宽演唱
了 《李逵探母》， 念白、 演唱声
情并茂韵味十足， 颇有京剧大师
袁世海的味道。 聚会结束时， 校
长、 老师和同学们分四排合影留
念。 这张彩色照片的背景， 正是
京剧艺术家们演唱的“舞台”。

1999年8月 ， 由于城市建设
需要 ， 三里屯穆斯林餐厅拆除
了。 如今的三里屯穆斯林餐厅原
址， 已修建成宽阔的马路和街心
花园， 三里屯地区高楼林立、 商
场云集， 旧貌换新颜。

昔日的穆斯林餐厅， 给我们
留下了美好的、 难忘的印象。

□潘骏秋 文/图

2008年， 地校大院 “四姐妹” 合影， 左起吴
爱群、 陈丽萍、 陈月华、 马小玲。

□□王王云云 文文//图图

■■家家庭庭相相册册

女女儿儿自自己己会会学学习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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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1983年出生， 两岁多就
送进了首钢幼儿园。 当时首钢职
工有数万人， 福利处的幼儿园只
有十多个， 入园指标十分难得，
多亏我是炼铁厂生产一线的职
工 ， 又被评为厂里的三八红旗
手， 女儿入园得以优先考虑， 顺
利进了首钢古城第二幼儿园， 而
且是整托班， 平日可以不用天天
接。

入园两年后， 女儿入选了幼
儿园组建的民乐队， 园里聘请了
专业文艺团体演奏民乐的老师来

辅导， 孩子们有的拉二胡、 有的
弹古筝、 有的打架子鼓……很快
就学会了 《金蛇狂舞》等曲目，而
且演奏得有模有样。 1988年，参加
了北京市第五届少儿民乐竞赛，
他们表演的民乐合奏 《南泥湾》
获得了集体幼儿组优秀表演奖。

六岁半， 女儿上了古城第二
小学。 从三年级开始， 她的学习
成绩明显提高， 尤其是数学在班
里拔尖。 后来她告诉我们： 数学
老师长得像她姥爷， 满脸慈祥、
和蔼可亲， 所以她特别爱上数学
课、 爱做数学题。 可见， 老师不
但要有讲课的高水平， 还要有吸
引学生的亲和力。

中学三年中， 每学期的期中
考试和期末考试， 女儿在全年级
总是前几名。 这里有她自己的诀
窍： 把老师讲课的内容听懂学会
后， 放下课本才开始写作业， 从
不一边做题一边看书。 她说考试
时不能看书， 平时做题我天天都

在考自己。 所以她进入考场从来
不慌， 中考时她总分得了604分，
上高中走进了师大附中的课堂。

首都师范大学毕业， 女儿征
求我和她爸爸的意见， 是继续求
学还是参加工作， 我们建议她考
研深造， 掌握更多的知识， 对将
来的发展会更有利。 女儿没有辜
负我们的期望， 在当年报考首都
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生，
一同走进考场的上百名考生中她
的成绩总分第一。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 面临人
生的重大选择。 女儿报考国家公
务员进入了面试， 并考取了北京
市公务员的资格证， 在北京奥运
会那年参加了工作 。 试用期满
后， 她成为一名街道办事处的公
务员。 七年来的工作历练， 她不
断进取， 成熟了许多， 学会了做
好本职工作， 学会了统筹兼顾，
学会了进退礼让， 学会了与人相
处。

1977年， 地校大院 “四姐妹” 合影， 左起马
小玲、 陈月华、 陈丽萍、 吴爱群。

■青春岁月

黄寺大街24号院里原本有个
地质学校，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
活在那里的居民都称其为 “地校
大院”。 今年54岁的吴爱群在街
道办事处工作了35年， 从她2岁
那年随家人搬进黄寺大街24号院
起， 她就以一个德胜人的身份，
见证了地区的发展和变迁， 也亲
历了地校大院里一段跨越近半个
世纪的友谊。

40多年前， 在她所居住的地
校大院的东大楼里， 还有3个与
她年龄相仿的女孩， 陈丽萍与她
同岁， 马小玲、 陈月华比她大一
岁。 她们“四姐妹”从小学开始直
至高二分班，一直是同班同学。从
小到大，她们彼此是最好的玩伴。

四人的父母都在地质部工
作， 她们又住同一个楼门， 很快
就在玩耍中相熟相知。 到了应入
学的年龄， 她们四人又一起步入
五路通小学， 成了同班同学。

对于学校里上的课、 学的知
识， 她们几个都记不太清了， 但
对于放学后的一些活动和趣事她
们却如数家珍。

吴爱群说， 那时候没有电视
电脑， 放学后不回家， 就在小院
里跳房子、 跳皮筋是她们女孩子

最喜欢的。
另外 ， 离东大楼不远的位

置， 有一个废弃的二层小楼， 盖
到一半， 没有封顶， 院里的人都
称其为 “半层楼”。

吴爱群她们时常和几个同院
的孩子去 “半层楼” 玩捉迷藏，
那里是她们的 “秘密基地”。 为
了保持 “半层楼” 的神秘感， 她
们常吓唬胆小的孩子说， 地下室
“有鬼有特务”。

对于陈月华来说， 最难忘的
是真挚的姐妹情谊。 小学二三年
级的时候， 陈月华得了肝炎， 卧
病在家， 吴爱群每天都去给她送
作业， 一直送了一个多月。 “我
一想起这事， 就觉得年幼时的那
种天真无邪真难得， 这事搁到现
在任谁都做不到吧。” 陈月华说。

吴爱群回忆起这事儿说， 当
年自己也没想过肝炎会传染， 就
觉得好姐妹病了应该帮帮她， 而
且她印象中陈月华身体一直不
好， 陈妈妈也总是卧病在床， 送
作业完全是出于孩子最单纯的善
意和同情心。

小学毕业后， 吴爱群她们所
在的九班40多人一起直升到安德
路中学。 所以， 即便上了初中 ，

全班也都是熟面孔， 而且就连地
点都没有变， 还在五路通小学。
虽然上的是初一的课程， 但还在
原来的小学再读一年， 当时俗称
“戴帽”。

第二年， 全班正式搬进了安
德路中学的课堂。 到了冬天， 学
校规定学生每天早晨去人定湖公
园跑800米， 到学校后报数， 每
天累计里程直到达到25公里， 象
征着二万五千里长征。

高二分班后， 吴爱群四人结
束了9年的同窗关系，不过依然是
邻居，见面还是容易的。到了上世
纪80年代， 她们开始陆陆续续搬
离黄寺大街24号院，搬离德胜，有
一段时间甚至彼此失去了联系。

现在， 陈月华在通州， 马小
玲在安定门， 吴爱群在大钟寺，
陈丽萍在广安门 。 因为同学聚
会， 最近五六年她们才又开始联
系， 过去都靠打电话， 今年初又
建了一个四人微信群， 名为 “地
校发小”。

吴爱群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最
怀旧的， 但她确信自己一定是老
照片保存最多的一个。 最近， 她
在微信群里晒出的老照片， 让姐
妹们回忆起过去相伴的日子。

地校大院“四姐妹”
友谊跨越半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