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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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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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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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王桂桂齐齐 文文//图图

■青春岁月

新兵连记忆
1976年2月27日， 我入伍当

兵， 穿上了崭新的绿军装。 当天
晚上， 我们这批新兵乘坐石景山
区武装部的大客车， 到丰台火车
站改乘火车。 午夜时分， 我们在
河北宣化下了火车 ， 又登上了
“151吉斯” 牵引敞篷车， 不一会
儿就到了部队的新兵连。

新兵班长赵标奇， 是北京老
乡。在野战部队，普遍认为北京兵
聪明，但是油头滑脑，出个小歪点
子，就能把班长绕进去，因此领导
安排他这个北京班长管理北京
兵。 我们住在一个可容纳几百人
的饭堂里， 单人床板整齐成行的
铺放在地上，这就是我们的床铺。

训练很艰苦， 大家日复一日
地重复着立正、稍息的动作。到了
练正步阶段， 半数新兵的腿是肿
的。在新兵班长眼中，北京兵有着
一丝灵气， 而那些来自农村的新
兵，动作不熟练，晚上还要加班，
会操时落后的仍然是他们。

别的班训练一个小时， 我们
最多训练40分钟。 即使这样， 每
逢会操比赛， 前两名肯定是我们
这两个石景山班。 因为从悟性到
基础动作， 我们都没的说。

每天的伙食是一顿细粮， 两
顿粗粮。 有窝头、 小米饭、 高粱
米、 莜面制作的钢丝面等等。 现
在看来， 这些是最有营养价值的
好东西， 当时天天吃这个， 确实
难以下咽。 偶尔吃一次面条或包
子， 就算是改善伙食了。

保定人和山东人吃面条是很
有名的， 满满的一大碗， 不超过
五口准能下肚。 人家吃两碗， 我
们一碗还没吃完。 吃饭的时候不
允许说话， 只能听到吸进面条的
呼呼声 。 后来我们总结出了窍
门 ， 第一碗只盛半碗 ， 快速吃
完， 然后又盛上满满的第二碗。

新兵训练结束时的考试成
绩， 统一在团部备案。 成绩最好
的， 脑子反应最快的， 都建议各
连队分类安排岗位。

全团280名新兵 ， 由各连队
初试后， 选出前三名再到团里参
加考试， 当时全团缺编三名计算
兵， 所以要考出三个计算兵。 我
是被录取者之一， 由团部指派平
时成绩好的指挥员和计算兵辅
导 。 我们每天背着图板 、 计算
盘、 计算表等去团部听课训练。

转眼几十年就过去了， 我也
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好多年了。 每
每想起在新兵连的日子， 那时认
为极艰苦的新兵岁月， 现在想来
都是那么温馨甜蜜。

【情怀】15副刊２０15年 5月 5日·星期二│本版编辑卢继延│美术编辑李媛│校对刘芳 李亚楠│E—mail:ldwbgh@126.com │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赖晨 文/图

■特稿

汪国真的祖籍是福建厦门郊
区的后溪乡英村社 （今厦门集美
区后溪镇英村社区）。 后溪镇是
著名的侨乡， 汪国真的不少亲人
侨居在海外。 在那年月， 这是很
严重的政治问题。

1971年， 15岁的汪国真从北
京实验中学初中部毕业了， 但当
时只有少数成绩优秀而又出身好
的可以荣幸地跨入高中部的门
坎。 而汪国真虽然成绩优异， 无
奈海外关系缠身。 他被分配到北
京第三光学仪器厂当了一名铣
工。 他学开铣床， 一干就是6年
多。 工厂实行早、 中、 夜三班倒
工作制， 周而复始的轮换。 汪国
真过早地承担了生活的重负， 当
他身着过于宽松的劳动布制服，
把平生第一次凭自己的汗水挣得
的18.5元钱的工资， 交到妈妈的
手里时， 他内心涌起一股自豪和
喜悦。

干什么都得干出模样， 做什
么都要争取第一， 这是汪国真的
禀赋。 1976年， 汪国真经过选拔
赛 ， 代表北京市第三光学仪器
厂， 参加市仪表工业局举办的机
加工比赛。 比赛项目有车床和铣
床， 各厂派两名代表， 二个项目
之和即是该厂的得分。 汪国真担
任铣床操作。 人们都知道， 在车
间的车、 铣、 磨、 刨等工种里，
铣工的活儿是非常讲究的， 需要
细心人去干， 需要复杂的计算。
而汪国真的数学基础很好， 人又
聪明， 开铣床再合适不过了。 汪
国真是有心人 ， 几年的工厂生
活， 使他熟悉自己的机床， 就如
同小伙子熟悉自己交了几年的女
朋友 ， 脾气 、 禀性 ， 样样门儿
清。 比赛计算团体分， 他的铣工
活儿， 干得又快又好， 用铣刀切
削零件， 准确无误。 只可惜他的
同伴在加工速度方面慢了一些，
拉下了他们两人的得分总数， 就
是这样， 他们还是取得了第二名
的优异成绩， 为自己的工厂争了
光， 也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打下
了一个完美的标记。

汪国真的业余生活很丰富 ，

在全厂羽毛球比赛中夺得第三
名， 在厂里就像中国羽毛球队的
杨阳、 赵剑华、 熊国宝三剑客之
一那样， 颇有名气。 在光学仪器
厂工作之余 ， 汪国真读了不少
书。 身边的书看完了， 就想办法
去借。 这时， 他嗜书成性， 耐不
住书的诱惑， 不管什么书， 都一
读为快。 如 《红与黑》 《安娜卡
列尼娜》 都读过， 除了看小说，
他投入很多时间通读全套 《毛泽
东选集》， 潜心去读， 有的篇章
反复读， 还写了十几万字的读书
笔记。 他通过阅读毛泽东著作，
理解其立场、 观点和方法。 他还
看了歌德的 《谈话录》， 培根的
《论人生》， 这些书的思辩色彩很
浓， 他受到了很大的启示。 在工
厂干了6年多后， 1977年恢复高
考， 他决心进大学深造。 第一年
考理科， 不中。 来年改考文科，
他被暨南大学中文系录取了。

工厂， 是教会年轻人朴素地
生活， 朴实地做人的好地方。 汪
国真奉行与人为善、 成人之美的
原则， 从来不抱怨， 更不说任何
人的坏话和批判指责别人， 他认
为说人坏话会损害自己的形象，
批判指责别人会令人厌恶憎恨。
在他生命的历程中， 他总是忘却
个人的不幸， 记忆他人的美好，
怀着感激之情， 行进在荆棘之路
上。 对于一个未脱稚气的少年来
说 ， 工厂的工作实在是太单调
了。 他太小了， 就是大人上夜班
也往往因疲倦而打盹， 何况是个
孩 子 。 一 次 ， 他 居 然 趴 在 铣
床 上 睡着了 。 师傅把他抱到角
落里 ， 为他盖了件短大 衣 ， 一
声 不 响 地 把 他 手 里 的 活 儿 干
完 了 。 更 使 他 难 忘 的 是 ， 他
得阑尾炎住在医院里， 工人师傅
们轮流去看他， 为他买水果， 买
糕点， 待他犹如亲弟弟一般。 为
此， 他多次在诗歌中提到工友们
对他的恩情。

勤俭养家、 技术过硬、 业余
生活丰富， 人际关系处的好， 这
就是1971年至1978年在车间做普
工时的汪国真。

□张升平 文/图

汪国真一直是我的偶像， 过
去是， 现在仍然是。 听到他去世
的消息后， 我很震惊。

我上高中时， 汪国真先生已
经从暨南大学中文系毕业了； 当
他被无数人顶礼膜拜、 声名如日
中天的时候， 我只是皖北乡下的
一名教师。 可以说， 我和他不可
能有一点交集， 唯一能够把我和
他联系起来的就是他的那些隽永
的诗句。

汪国真先生的诗是平易的 ，
平易的连阅世不深的中学生都能
明白 ； 汪国真先生的诗是谦和
的， 谦和的和所有热爱他的诗的
人不存在障碍； 汪国真先生的诗
是浪漫的， 浪漫的一字一句让你

一次阅读就流连忘返。 汪国真先
生的诗歌， 那是真正的平民化的
艺术， 深刻而不深奥， 简洁而不
简单， 激情而不煽情。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汪
国真先生用一首首让人热血沸腾
的诗句，温暖着整个社会，美丽着
读者的心灵，指点着青年的人生。

想当年， 抄写汪国真的诗歌
那是一种时尚， 是一道随处可见
的美丽风景。 可以说， 那种用抄
写去表达对一个诗人喜欢的方式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那种喜欢，
没有人暗示， 没有人要求， 更没
有人强迫， 那纯粹是一种自发行
动， 因爱而生。

那时， 已经是教师的我， 也
是喜欢汪国真诗歌的一员。 我在
虔诚地往我笔记本上抄他的诗
句， 我的学生也在抄。 因为他的
诗那种流畅的节奏， 充满着青春
气息的语言， 浪漫妩媚的意境，
抄着抄着就能吟诵了。 到底有多
少人喜欢他的诗 ， 真的没法估
计。 只可惜的是， 我的一大本抄
满了汪国真诗歌笔记本， 后来经
历了几次搬家后竟然不知所踪。

我的儿子知道我喜欢汪国真
先生的诗， 所以上班后的第一个
月就用他的工资给我买了一本
《汪国真经典诗文》。 我应该感谢
我的儿子， 是儿子让我重温了那
经典， 重读了那诗人， 重续了那
诗情。 这本诗集， 我一直精心保
存着。

“假如你不够快乐， 也不要
把眉头紧锁， 人生本来短暂， 为
什么还要栽培苦涩……”

人生短暂 ， 我们不栽培苦
涩。 汪国真先生走了， 他的诗还
在， 他留给人们的乐观向上的精
神还在， 我们略感欣慰。

我们只爱诗人， 不爱悲伤。
诗人已去， 只留下几百首耐

人咀嚼的诗歌和无数美好的记忆
给他的读者， 诗人应该满足， 至
今没有一个人的诗歌， 能有像他
那么多的读者， 没有哪一个诗人
的诗句 ， 能够感动那么多的心
灵。

“没有比脚更长的道路 ， 没
有比人更高的山峰 ！” 汪国真 ，
就是坚韧不拔的精神， 就是永不
停歇的脚步！

汪国真
曾是名好工人

永远的汪国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