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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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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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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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辛述述光光 文文//图图

在市政岗位工作41年， 时时
为市政工人默默奉献、 忘我拼搏
的景象所感动。 他们一年四季奋
战在工地上， 栉风沐雨， 辛勤工
作， 夏季战酷暑， 冬日斗严寒，
为的是多筑路多架桥， 给老百姓
造福， 为市政府分忧。

上世纪八十年代， 北京掀起
大规模的市政建设高潮， 市政人
这里修路那里建桥， 虽很辛苦但
他们却引以自豪， 问起他们为什
么这么累还那么高兴， 都骄傲地

回答： “咱就喜爱这一行， 眼见
这条条宽畅的路、 壮观的桥在咱
手中建成， 就打心眼儿里高兴、
自豪！” 作为市政队伍中的一员，
身为宣传干部的我， 萌发了为他
们写赞歌的心愿 。 写什么呢 ？
对！ 就用他们自己说的话———我
爱市政这一行！

白天， 我到工地同工人们一
起修路架桥； 晚上， 我到工人宿
舍里同他们一起聊天侃大山。 工
人们为首都市政建设奋力拼搏的

事迹感染着我， 他们乐观豪迈的
气概激励着我。 “我爱市政这一
行， 架桥铺路走四方， 立交架起
如彩虹， 公路修得多豪壮！” 歌
词在我脑海中油然而生。 我把歌
词交给擅长谱曲的一位同事后，
没有几天他便把这首赞美市政人
的歌交到了文艺宣传队一位男歌
手的手中。 歌手与小乐队加紧排
练， 又是没有几天便到工地上为
工人们开始演出， 当工人们听到
这首昂扬向上、 充满自豪感的抒
情歌曲后， 情不自禁地热烈鼓掌
为之叫好！

在市政工程局举办的文艺汇
演中， 我们自编自创的 《我爱市
政这一行》 获得了创作、 演出双
奖。 在城建系统的汇演中， 又获
得双奖。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青年
节目组专门到我们单位对我进行
了专访， 对演唱录了音并对外进
行广播。

歌曲的创作成功激发了我的
创作热情， 随后我又相继创作了
好几首歌颂市政工人的歌词， 如
《上班路上 》、 《工地的夜晚 》、
《市政工人永远向前进》 ……一
首首赞美市政人的歌曲， 经常在
我脑海中吟唱。

我为市政人写赞歌

□张建树 文/图

■图片故事

■青春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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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难忘忘那那次次
表表先先会会

一次既紧张又有趣的
保卫工作
□金克亮 文//图

这张照片拍摄于上世纪50年
代末期， 那时父亲任顺义城关派
出所所长。 城关派出所不过四五
个人， 负责整个县城内外的社会
治安。 我记得， 父亲戴的帽子是
蓝栽绒的， 正中镶着帽徽， 胸章
上有 “中国人民警察” 字样， 裤
线处有约一公分的红道， 据说是
学苏联的。 父亲后来到了行政机

关， 但有时还给我们讲一些他当
警察时的故事， 所以有件事现在
我仍记忆犹新。

50年代末期的一天， 父亲接
到命令， 去给一位首长做保卫工
作。 首长从密云方向过来， 他经
过的地方由当地公安机关分段负
责警卫。 父亲和一位同事负责从
怀柔与顺义交界的龙王头至顺义
县城段的保卫 。 那时的纪律很
严， 只知道为首长做保卫， 但不
知首长是谁， 也不能打听。 父亲
和他的两位同事开着一辆旧吉
普， 等在怀柔和顺义的交界处，
另外有人专门负责传递信息。

下午三点钟左右， 负责传递
信息的人过来说， 首长的车要过
来了， 快准备好。 其时， 父亲和
他的同事早就严阵以待了， 汽车
也早早就发动起来了。 这时候，
只见一辆轿车从北往南疾驰而
来 ， 父亲就命令司机 ， 赶快跟

上。 司机加大油门， 以最快的速
度向前驶去 。 但那辆旧吉普落
后， 速度慢， 司机尽管把油门踩
到底， 但还是跟不上首长的车。
父亲很着急， 首长在自己的保卫
区域内有一些闪失， 是要负责任
的 。 父亲就不停地催促司机 ：
“快， 快， 跟上。” 但吉普车的速
度到了极限， 还是和轿车越拉越
远， 最后连影都看不见了。 吉普
车驶到顺义县城西， 父亲负责的
区域保卫工作已经完成， 已经有
另一辆车接替首长的保卫了。 父
亲下车后 ， 和同事说起刚才的
事 ， 很是不安 。 不久 ， 传来消
息 ， 首长的车已顺利驶出顺义
界， 公安部门较好地完成了保卫
工作， 父亲这才松了一口气。

过了一段时间 ， 父亲才知
道， 他们负责保卫的首长就是敬
爱的周恩来总理， 那天， 周总理
是到密云水库视察工作的。

今年年初的一天， 我在家里
翻箱倒柜查找一篇过去的报样，
虽然未尽人意， 但是偶有新的意
外收获， 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一样兴奋不已。

那是一张极度发黄残色的文
件， 红色文件头清晰地显示， 这
是一份1993年的永城县委宣传部
文件， 关于表彰新闻工作先进单
位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共有五张
纸。 曾接触过档案工作的我， 如
获至宝， 将它轻轻挑出来， 重新
摆放面前， 饶有兴趣地仔细端详
着。 从外观看， 这份文件的两个
订书钉已经锈蚀斑斑， 和所订上
去的文件纸牢牢融为一体密不可
分； 从文件内容的字迹来看， 所
有文字都是经过手工油印而成
的， 油墨深深浅浅粗细不均， 和
现代的电脑打印系统根本无法相
比。 文里字间像是在诉说着岁月
的沧桑和时代的巨变。

那是1992年， 我在乡下因为
写稿突出， 被当时的永城县委宣
传部力荐到一个偏远乡镇任专职
农民通讯员， 那个乡镇历年宣传
工作滞后屡受批评， 我临危受命
深感压力沉重。 为了能尽快跳出
农门， 我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
机遇， 工作任劳任怨笔耕不辍，
当年我就在地级以上新闻单位发
表稿件40多篇， 不仅实现该单位
发稿零的突破， 而且还让单位在
省和中央级的报刊上不时 “露
脸 ” ， 到年底该乡被县里评上
“先进单位”， 我本人也被评上通
讯员一等奖 ， 这让领导大喜过
望， 自然受到领导的赏识。 曾记
得在那次召开的新闻工作表先会
上， 我和单位的领导风光一番之
后， 县里的领导还特地安排地区
报社的记者对我采访。 文章发表
以后 ， 一时间我又成了当地的
“小名人 ”， 写稿积极性越来越
高， 一发而不可收。

有一件事我非常难忘， 那一
年麦收期间 ， 我放假回家里割
麦， 家家户户正忙着趁着地湿轧
场， 我连夜写了一篇关于抓紧时
间抢收抢种的稿子， 天明准备到
十里之外的乡邮局寄走。 那时不
像现在有电脑用邮箱发稿子， 为
了不耽误干家里的农活， 我吃过
早饭急匆匆骑上自行车就出门

了。 当时刚刚下过一场暴雨， 路
上处处泥泞， 自行车十分难骑。
为了能早早把稿子寄到报社编辑
部， 我就扛着自行车， 走过那一
段泥泞的乡间小道 。 好在那 时
的 我 年 轻 、 事 业 心 强 ， 统 统
置 这 些 与不顾 。 走到省道时 ，
我早已汗流浃背 ， 上气不接下
气， 来不及歇憩， 便匆匆蹬上自
行车， 飞快向乡邮局赶路。 等快
要到邮局时， 顿觉自行车头猛地
一沉 ， 车把突然失控 ， 只听到
“咔嚓” 一声响， 自行车前叉子
一下断裂成两部分， 随即我的整
个身子重重压在自行车前轮上，
车把死死顶住我的胸口， 我疼痛
难忍， 不知过了多久才慢慢爬起
来 ， 忍 着 刀 剜 心 般 的 疼 痛 ，
一 步 步来到邮局把稿子发走 。
后来我到医院一检查， 前三根胸
骨粉碎性断裂， 局部瘀血， 医生
建议立即手术。 手术后， 我躺在
病床上， 人虽在医院， 但心仍系
在写稿上。 不久我就劝服家人，
坚持回到单位边疗养边工作。 一
份耕耘一份收获， 我的辛勤汗水
终于换来了丰收的硕果 ， 我欣
慰， 我自豪， 但是我的付出， 其
个中滋味是任何人所无法体会到
的。

看着眼前发黄的表彰文件，
触景生情 ， 思绪万千 ， 心潮澎
湃 ， 当年的那个我和那帮文友
们， 都已不再年轻， 如今的我已
变得两鬓斑白眼花耳背。 让我引
以自豪的是， 当年许多像我一样
的 “土八路” 笔杆子， 之后通过
辛勤写作， 都纷纷实现了人生的
华丽转身， 摇身一变成了令人羡
慕的公务员， 当年的通讯员罗文
现在当上了省里大报的编辑记
者， 通讯员余化敏如今走上了副
处级领导的工作岗位， 通讯员李
厚健等人还著书立说加入了中国
作家协会， 前年我也有幸加入到
省作家协会的行列。 更令人骄傲
和不可思议的是， 当年默默勤奋
笔耕的通讯员李亚， 如今还当上
了河南省的副省长， 成为永城通
讯员的骄傲和自豪！

一转眼近30年的写稿生涯过
去了， 就像闭上眼刚刚做了一场
梦似的。 人生苦短， 只有不断拼
搏， 才能收获到美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