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凤高 文/图

这张照片是 1987年的 “五
四” 青年节那天， 单位团支部组
织旅游时， 我 （左） 和同事大刘
的合影。

当时我只有23岁， 大刘比我
大一岁。 我们风华正茂， 活力四
射。 我那时还没有恋爱。 当时，
我们在煤矿机电科上班， 我从事
锻工工作， 说白了就是个 “小铁
匠”。 大刘从事重运工作， 直说

也就是个搬运工。
当时我们都很努力 ， 很上

进， 我整日里捧着一本锻工工艺
学， 边学理论， 边向师傅学习实
际操作。 很快， 班组里算料、 下
料划线等等的活儿， 我就几乎全
包了下来。 师傅一个劲儿夸我：
凤高书没白念， 进步就是快！

当时在同一个团支部的大
刘， 他也是个有心人， 无论吊大
件还是干小活， 他都善于思考 ，
善于琢磨， 提出自己独有见解与
主张 ， 很快他就成为了 “领工
的” ———相当于管着三五个人的
小组长， 后来他还当上了响当当
的重运班组大班长， 成为了科里
的重量级人物。

由于我们工作都很卖力， 科
行政和党总支对我们十分满意，
他们大力支持科团支部利用 “五
四 ” 青年节的契机 ， 组织青工

们， 浏览一下山水名城吉林市的
秀丽风光，通过旅游，适当舒缓一
下工作的压力，放松放松心情。

当时我们每个人的心情都非
常激动， 大家像出了笼的鸟儿飞
向蓝天一般惬意。 我们游览了吉
林市的北山公园、 江南公园， 还
去了驰名中外的吉林松花湖。 在
吉林北山揽月亭前， 留下了上面
我俩的合影， 永远的定格了我们
青春的拷贝。

弹指一挥间 ， 28年就过去
了。 如今我已经51岁了， 仍在原
来的矿上工作， 大刘却去长白山
深处的一个煤矿打工去了。 虽然
我们哥俩已经多年未曾谋面了，
但看着这张旧照， 想起那个温馨
的 “五四”， 我的心里依然暖暖
的： 时间都去哪儿了， 对镜鬓边
已染霜。 老哥哥， 你在他乡还好
吗？！

■“五四”特稿

□朱旭 文/图

“五一”集体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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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4月25日 ， 我和妻子
到县民政局办理了婚姻登记手
续。 当我们领结婚证时， 工作人
员问我们， 县里要在 “五一” 那
天举办一场集体婚礼， 问我们能
不能参加？ 听到这消息， 我们俩
一商量， 当时就愉快地答应了，
并现场填了表。

5月1日， 一场以 “爱在新世
纪” 为主题的集体婚礼在县政府
招待所大礼堂隆重举行。 上午10
时许， 我们12对新人手挽着手，
踏上红地毯。

婚礼仪式上， 县委常委、 宣

传部部长主持了婚礼 ， 县委常
委、 常务副县长为新人证婚， 县
委常委、 县委副书记为我们致新
婚贺词。 婚礼现场热闹异常， 婚
礼上穿插了新人代表发言、 主持
人引导新人宣誓、 新郎新娘喝交
杯酒、 新人与领导合影等诸多精
彩活动环节。

集体婚庆典礼结束后， 在县
里的统一组织下， 我们坐上大巴
车， 来到滨河公园， 参加了植树
活动。 植树现场， 在绿化基地人
员的指导下 ， 我们以饱满的热
情 、 十足的干劲 ， 挖坑 、 放树

苗、 扶正、 填土、 踩实、 浇水，
干得热火朝天。 我们种的是四季
常青的塔松， 寓意着我们的爱情
天长地久。

此次集体婚礼承办单位及赞
助商为我们12对新人赠送了保
险、 书籍、 床上用品、 餐具、 影
集等婚庆大礼包。

这场集体婚礼， 具有简约时
尚、 高雅大方的特点， 与大操大
办、 奢侈浪费的传统婚礼形成了
鲜明对比， 特有纪念意义。 至今
回想起来， 我还记忆犹新、 历历
在目。

我上学时， 就十分崇拜劳动
模范 。 那些耳熟能详的劳动模
范， 比如说摘掉中国贫油帽子的
石油工人王进喜， 宁愿一人脏，
换来万家净的掏粪工人时传祥
等， 在我心目中他们简直就是高
大的英雄。 参加工作后， 我处处
以他们为榜样， 吃苦耐劳， 勤勤
恳恳， 任劳任怨， 在生产一线公
交驾驶员岗位上几乎年年被评为
先进工作者， 最终在退休前圆了
劳模梦。

劳模在我心里一直特别神
圣， 每位劳模的事迹尤其是那些
在社会反响非常大的那些劳模，
他们的事迹我几乎都能叙述出
来。 如果在单位遇上个劳模， 我
总会投去羡慕的目光， 并想办法
接近他们， 通过聊天也能学些经
验。 每次听劳模先进报告会， 我
不仅听， 而且做笔记， 事后反复
看。 在工作中， 我就以劳模们为
榜样， 处处照着他们的样子做。

上班的每个早晨， 我都会早
早来到工作岗位， 检查车辆， 搞

车辆卫生 ， 帮助其他驾驶员做
“十检”。 行车时， 我严格遵守交
通法规， 热情为乘客服务， 多次
受到乘客的表扬。 每天我都是最
晚一个下班的， 各项生产指标安
全公里、 燃油指标、 票款指标等
均名列前茅。 在我取得这些成绩
的背后， 是辛勤的付出。

一分付出， 就有一分收获。
2010年，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 我
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 。 同年
“五一” 前夕， 我参加了全国劳
动模范表彰大会。 前几天， 看着
电视里转播的劳模表彰大会， 我
仿佛又回到了五年前， 激动与振
奋让我一时难以平静。 现在， 虽
然我退休了， 但我依然十分关注
劳模， 并祝愿劳动模范及在各个
平凡岗位上的劳动者不断努力、
不断取得更大的进步。

□王耀奇 文/图

■“五一”特稿

我圆了
劳模梦

前些天， 读到顺义一中高二
学生写的一篇文章， 文章的题目
是 《站在房顶看世界》。 我读了
两遍， 感觉挺有意思。

学生说 ， 他对旅游不感兴
趣， 游遍山水的摄影师们总能拍
出令人神往的梦幻仙境， 但当你
真正花了钱， 亲临于当地时， 可
能不是如梦如幻 ， 而是人山人
海。 梦想与现实的差距之大， 干
脆在网上搜搜照片， 梦想一番就
行了。 这就造就了他 “职业宅”
的性格， 站在房顶看世界便成了
他最佳的选择。

说到 “宅 ”， 我和他有太多
的共同语言， 因为我也是一个标
准的 “宅女”， 双休日和节假日
一般都不出门， 顶多下楼倒趟垃
圾， 取取报纸， 大多数时间都耗
在家里 ， 收拾屋子做做饭 。 当
然， 最多的时间是用来做我最喜
欢的事———阅读。

中学生选择站在郊区的房顶
看世界， 他看到了一年四季大自
然不同的四时风光； 看到了大道

上繁忙于生活的行人与车流， 使
他一边纵观着人生， 一边思考着
人生。 而我居住在市区， 楼房所
在的小区深居小巷深处， 横跨两
个小院， 临南北两面的窗户可以
看到不同的景观。

北窗外紧挨三株参天的梧桐
树， 树上不时有许多喜鹊、 鸽子
和麻雀， 让我在闹市中也能享受
到置身大自然的情趣。 树荫下，
左邻右舍都爱在这里驻足闲聊几
句家常。 鸟鸣声， 人语声不绝于
耳， 充满了人间烟火气。 南窗外
是一个小型的运动场， 白天有健
身的老人和遛狗的人在这里转
悠， 晚上这里则是赏月和观看风
筝的好地方。

一位走遍了大江南北的著名
作家在晚年著文提醒人们： 别以
为美丽的景色只在远处， 别忽略
了家门口外的风景！ 是啊， 当我
们静下心来， 仔细观察居住地周
围， 会惊奇地发现： 原来习以为
常的老地方暗藏着不少我们平日
里忽略掉的好景致。

■家庭相册

窗外的风景 □宋浴光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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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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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馨的“五四”青年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