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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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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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相册

当女儿即将出生的时候， 为
她取一个寓意深远， 祝她幸福成
长的名字是我的重任 。 数日思
索 ， 从家父的一首诗中获取灵
感。 于是， 吃水不忘掘井人， 知
恩图报的意愿确定了女儿的芳
名， 饮水思源的思源便成为了家
中第三代人的一个名字。 父亲有
四个姐姐一个弟弟 ， 5岁丧父 ，
13岁时丧母成了孤儿， 那年新中
国刚刚成立。 父亲的姐姐们都已出
嫁， 一个小父亲3岁的弟弟需要有
人供养照顾， 确保弟弟生活、 求
学， 父亲只能辍学奔生计了。

一年后 ， 学校老师寻到家
中， 当即表示家庭的困难国家会
帮助， 希望父亲回到课堂。 父亲
和叔叔从那一天开始就如同有了
亲爹娘， 在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
抚育下， 继续求学茁壮成长， 以
优异的成绩回报国家， 先后考取
了天津的两所名牌大学， 在党和
人民的培养下父亲成为了戏剧工
作者、 一名国家干部。 父亲多次
讲述他的成长历程， 表达最多的
是感谢共产党， 感谢新中国， 感
谢毛主席。 没有党和国家， 父亲
和叔叔不仅上不完学， 恐怕早已
饿死、 冻死了。 所以在大学期间
父亲22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他的影响下， 我同样怀有一份
感激之情， 报效祖国成为中共党
员也是我的志愿。

“少年从戎满志， 海疆青春
辉映。 蓝天碧海舰鸣， 水兵踏浪
远行。 似水年华流淌， 风舞飘带
情长”。 在家人的支持下我毅然
决然的抛开都市繁华与安逸生
活， 踏上从军之旅， 22岁时我也
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弹指一挥间， 从踌躇满志的
青年军人步入成家立业， 为人之
父的不惑之年。 经历人生道路中
的艰难困苦， 方知关怀帮助的重
要， 领悟了做人做事真谛， 才知
感恩回报是人生、 事业与道德的
根本。 幸福美好的生活是先烈用
鲜血牺牲换来的， 珍惜美好生活
不忘前辈 ， 应回报社会造福后
代， 这才是我们所追求和传承的
美德， 饮水思源的意义深远而厚
重啊！

□刘耐岗 文/图

感恩知福
饮水思源

公交姐妹们的
甜蜜回忆

□谢秀玲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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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拍摄于1990年6月，
照片中一共有14名姐妹。 那时候
我30岁， 参加工作10年。

对这张照片印象深刻的理由
有三： 一是经过二十余年， 姐妹
们已经不在一起， 有的老大姐已
经退休， 有的姐妹早已更换了新
的工作岗位， 天各一方， 甚至有
的已经离开了公交行业， 见面的
机会少之又少， 倍感珍惜； 二是
那时候工作的劳动强度大， 却仿
佛有使不完的力气， 不知累为何
物， 相片里饱含着我对青春的记
忆； 三是现在已经50有余， 在公
交工作了35年， 即将退休的我，
心中满满的都是怀念之情。

这是我们姐妹在参加完厂里
组织的安全、 服务、 运营联合大
检查活动之后， 在位于现在CBD
中心区域， 公交保修五厂当时堪

称亚洲最大的双层停车场上合影
留念。

那时候北京公交以黄河、 解
放车型为主， 相信许多经历过那
个年代的人， 对于夏天靠开窗散
热、 冬天棉衣在身依旧冰凉的车
厢环境印象深刻。 受当时的条件
所限， 检查方式和检查内容可以
说与现在不尽相同。 检查分为5
个组 ， 安全组 、 运营组 、 服务
组、 政工组。 检查过程中， 每2
人一组， 每天要检查一个车队，
上午3条路线， 下午3条路线。 在
检查过程中， 安全主要是跟车 ，
检查司机的操作是否按照司机的
要求去操作， 服务主要是检查售
票员的三报三宣是否到位， 以及
文明用语和搀扶老幼的情况。 印
象最深刻是那时候的售票员没有
专座， 因为车少、 人多， 不夸张

地说， 像京通路的312路这样人
流量集中的线路， 车站的人群总
是像赶大集一样， 要想上车只有
一个字 “挤”， 为方便乘客买票，
售票员就要从前门挤到后门， 再
从后门挤到前门， 这样才能完成
售票工作。 售票环境极为艰辛，
比较现在的工作环境， 真是一个
天上一个地下。 在检查过程中，
姐妹们同样要随着拥挤的人群挤
上挤下， 为了就是对每一名售票
员的服务进行评价， 在挤车的过
程中， 难免得不到乘客的理解，
又不能往车厢里面走， 离售票员
远了， 看不到， 没法检查， 让人
无奈又纠结。 从早6点开始， 有
时候要工作到晚上10点多钟， 为

赶一辆车， 小跑是常事， 6条线
路检查下来， 即使是年轻人也会
感觉汗流浃背、 腰酸背痛， 力不
从心， 现在想起来用一个字完全
可以形容， “爽”， 疲乏到极致
的爽味， 至今想起来仍让我印象
深刻。

经历过公司、 厂、 车间多次
改革 ， 照片中的人早已物是人
非 ， 年长的多已经在家熬成了
婆， 年幼的也已经即将退休。 回
想起这些姐妹在一起的时光， 仿
佛依旧在眼前历历在目， 这里面
流淌着岁月的痕迹， 承载着那一
代公交人的无私付出， 更有我对
姐妹之情的珍视和怀念。 真心的
祝愿她们幸福安康。

我打小儿在部队大院里长
大， 父母又是部队中的一员， 所
以， 在我幼小的心灵里， 就有一
个当兵的情结。 记得有一次， 爸
爸带我去北京西郊机场参观。 当
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机场跑道上
那银灰色的飞机和站在飞机旁的
那位英姿飒爽的女飞行员时， 我
对身旁的爸爸说： “长大后， 我
也想当兵， 而且要当空军。”

回家后， 爸爸把我的梦想告
诉了妈妈和奶奶。 奶奶轻轻地拍
着我的头说： “看咱小梅的身高
和体魄， 将来当个空军女飞行员
准没错！” 奶奶的一番话， 像一
针强心剂， 使我的心像梦一样飞
了起来。

我知道， 要想成为一个合格
的空军飞行员， 身体、 文化和政
治素质条件的要求都很高。 身体
吗， 正如奶奶所说， 我的身高在
学校的女生里是数一数二的， 而
且， 我的蛙泳速度和耐力也得到
过老师和同学们的青睐 ； 学习
上， 也没啥问题： 班里的学习尖

子、 每次写的作文都是班、 年级
里的范文。 政治条件就更没问题
了： 我祖辈出身农民， 父母又在
部队工作； 从上小学时起， 我一
直都是班干部， 红领巾也是全班
第一个系在脖子上的……我想，
只要我追逐着自己心中的这个
梦 ， 当空军的想法就一定会实
现。

正当我沿着自己的梦想之路
迅速前进时， 由于 “文革” 的缘
故， 那年初三毕业的 “空招” 被
禁止了， 我的 “空军梦” 自然也
“流产” 了……而且， 从那以后，
甭说是当空军， 就是当个普通的
步兵没有过硬的 “后门” 你也甭
想进去。 初三毕业， 我被分配到
北京市少年宫， 当了一名被当时
称为 “臭老九” 的孩子头。 还记
得， 当我带着破碎的心情去少年
宫报到的那天， 少年宫的一位老
领导对我们几个刚被分配来的学
生说： “我知道， 你们这个年龄
正是做梦的时候， 其实， 梦想就
在你们心里， 路就在你们脚下，

只有脚踏实地的做好本职工作，
那才是一个人对社会最大的贡献
和梦想。” 当时的我， 对他的话
还不太理解。 之后不久， 我们下
到全市基层学校去为孩子们辅
导； 看到不少适龄儿童都不喜欢
上学， 有的孩子还退了学。 在校
外， 我问过一个刚退学不久的孩
子为啥不想上学 ？ 他说 : “上学
有啥用， 毕了业还不是要上山下
乡做苦力？” 孩子的话触动了我
的神经， 如果社会上的孩子们都
不想上学， 那我们的民族如何进
步、 发展？ 看来， 国民教育仍然
是当下和今后的一项重要课题
呀！ 想到这里， 我的心情便豁然
开朗起来 ， 对少年宫领导说的
“路就在你们脚下” 的那一番讲
话也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 打那
以后， 我对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更
投入、 更喜欢了。 后来， 由于工
作出色， 我被单位推荐到北京师
范学院上大学， 当时， 我感觉我
距自己的 “教育梦 ” 越来越近
了。 果不其然， 大学毕业后， 我
被分配到一个中专学校做老师，
不久还入了党。 后来， 我教过的
不少学生， 都成为国家各行各业
的栋梁之才……

几年前， 我退休了。 之后 ，
我在北京东方大学艺术学院、 学
大教育和亚运村校区的三所学校
里分别担任班主任、 教学督导和
行政专员 ， 为我心中的 “教育
梦 ” 发挥着自己的余热 。 我常
想： 要想让 “教育梦” 更深入人
心， 并不是一件简单的 “工程”，
还要靠全体老师和学生们的共同
努力才能实现。 为此， 作为一名
党员和退休教师的我， 自然也要
首当其冲。

今年1月 ， 我在北京参加一
台电视节目的录制， 在节目中，
汪国真老师要求我们每一位年轻
人用一句唐诗来形容什么是幸
福， 我依据自己的感受， 回答了
李商隐的 “身无彩凤双飞翼， 心
有灵犀一点通”。 我由此想起汪
国真 《嫁给幸福 》 中的诗句 ：
“在一往情深的日子里， 谁能说
得清， 什么是甜， 什么是苦。 只
知道， 确定了就义无反顾， 要输
就输给追求， 要嫁就嫁给幸福”。

在节目结束后， 我来台下找
汪老师交流 。 当时的他精神矍
铄， 面色很好， 散发着儒雅的气
质， 很难看出已是抱恙在身。 他
和蔼可亲地和我聊了诗歌， 解答
了我的人生疑惑。 他还鼓励我多
读诗， 多写诗， 因为诗歌可以净
化人的心灵。

4月26日凌晨， 著名诗人汪
国真因肝癌不治， 享年59岁。 而
这与我们的那次谋面仅相隔3个
月， 当时的情景犹在脑海， 追昔
思今恸然长哭。

作为一名平凡的老师， 得到
汪国真老师的鼓励令我深受感
动。 我从大山里走出， 如今虽然
志愿回到家乡任教， 而我的足迹
踏遍大江南北， 我的精神视野也
丰富多彩。 今后的日子里， 我会
更加懂得如何寻找幸福， 也会把
幸福的感觉传递给我的学生。

汪国真告诉我
什么是幸福

路就在你脚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