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玉霞 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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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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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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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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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故事

□□马马仲仲清清 文文//图图

杨哥去世已有七年了， 每当
我看到影集里的照片， 他的音容
笑貌仿佛就在我眼前。

30多年前， 在朝外秀水河胡
同南头 ， 有一家秀水河国营粮
店， 粮店负责人就是杨哥， 他名
叫杨万良 。 朝外秀水河 、 南下
坡、 观音寺、 杜家楼的老街坊，
都称呼他 “小杨子”。

小杨子个子不高， 大约一米
五左右， 头发稀疏。 由于从小练
习摔跤， 他显得浑身有力气。 粮
店的活儿是重体力， 每袋50斤重

的面粉， 他一次能扛三四袋， 走
起路来气不喘， 也不打晃。 卖米
称面， 动作麻利， 售粮业务十分
熟练。 他待人随和， 每天总是笑
呵呵的 ， 从没听说他与谁红过
脸。

杜家楼住的居民南方人比较
多， 喜食大米。 在每人有定量并
按比例供应的年代， 他对南方人
食米北京人喜欢吃面食的生活习
惯， 尽自己所能给予帮助。 他找
了几位老住户 （其中有我母亲），
在自愿的基础上， 每月相互换换
米票和面票， 彼此解决生活习惯
问题。

朝外南下坡地区是穆斯林群
众的聚居区 ， 杨哥住朝外南中
街， 他也是回民。 谁家有人去世
了要炸 “油香”， 他千方百计提
供方便， 凭粮票一次性买20斤标
准面粉和二斤油， 为回族群众解
决实际问题。

他虽然文化不高， 但干起工
作来仔细认真。 每月他都要到我
家来， 给大院内及街坊邻居发粮
票 。 只见他认真核发每户的面
票、 米票、 粮票、 油票， 并在粮
本上登记盖章。 有的老太太爱跟
他开玩笑： “小杨子， 你老在粮
店值班， 你媳妇对你没意见啊？”

他往往嘿嘿一笑： “大婶， 您别
拿我开涮了！ 人家 （老伴） 还给
我送饭呢！” 他经常为上了年纪
的老人， 送粮上门。 有一次， 陈
三婶买了20斤面， 小杨子边和陈
三婶开着玩笑， 边扛着面粉把面
送到她家。

杨哥为人豪爽义气， 热心肠
乐于助人。 1991年， 我父亲去世
后， 哥几个到北京回民公墓去立
石碑 ， 杨哥知道后与我们一块
去 ， 到了坟地抄起铁锹就干 。
1992年， 朝外二条 （观音寺） 平
房拆迁， 母亲搬到我家来住， 杨
哥专程到我家看望我母亲。 这张
照片， 就是当时我给他拍的。

杨哥是中共党员， 在粮食战
线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人。 长期的
劳累， 他患了多种疾病， 2008年
夏天， 他不幸与世长辞， 享年六
十四岁。

如今， 凭粮票购粮的年代早
已过去了， 朝外秀水河粮店也已
拆迁不存在了。 现在南下坡地区
高楼林立， 旧貌换了新颜。 昔日
老街坊的亲情友情， 胡同里的往
事， 为居民服务的粮店， 将留存
在人们的记忆中。 我们永远不会
忘记在南下坡地区曾为群众办好
事、 办实事的人们。

售粮员小杨子

小杨子 （右） 看望本文作者
母亲时的留影

前几天， 李姐翻箱倒柜找东
西， 发现了一张老照片。 无限激
动的李姐给我讲起了这幅老照片
背后的青春故事。

1969年， 李姐响应毛主席的
号召， 从包头市二十中来到内蒙
古巴彦高勤镇巴拉亥村插队。 当
时 ， 作 为 城 市 来 的 女 孩 子 ，
李 姐 最爱看草原上的日出和欣
赏甘河的早晨 。 尤其是到了夏
天， 青山环抱， 村子前面就是广
阔的草原， 到处都盛开着五颜六
色的小野花， 让她久久地沉浸在
“风吹草低见牛羊” 的诗情画意
之中 。 她最羡慕的是那些骑着
枣 红 马的猎人 ， 穿着狍皮做的
衣裤， 头上戴着厚厚的皮帽子，
脚 上 穿 着 用 狍 子 腿 缝 制 的 靴
子 ， 肩上背着猎枪 ， 腰里挂着
腰刀， 马鞍两边挂着打回来的猎
物 ， 那 样 子 真 是 威 武 极 了 。
在 这 里 ， 她学会了一个人赶着
一头牛 ， 拉着犁把垄破开一道
沟 ， 另 一 个 人 把 谷 种 或 黄 豆
种 撒 到破开的土沟里 。 等种苗
全部长出来时， 绿绿的一片， 真

是 好 看 极 了 。 正 是 这 里 的 那
些 半 牧半农的村民 ， 给了她父
母 般 的 关 爱 ， 激 励 了 她 如 胡
杨 般 的意志 ， 让她把最灿烂的
年华绽放在这片激情燃烧的土地
上。

让李姐最难忘的是1970年的
冬天， 那天下了一夜的大雪， 尤
其是在那个军帽军挎军时代里 ，
她们来自包头市二十中的四姐
妹， 终于一起穿上了心爱的军大
衣， 戴上了军帽子， 犹如正在巡
逻的边防战士一般， 雄赳赳气昂
昂地在棉絮似的大地上过够了
瘾， 然后在银色的世界里， 背靠
着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
雪飘”， 留下了这个英姿飒爽的
美丽瞬间。

“怎能忘记呢？ 当战友把镜
头对准了我们四姐妹时， 我们都
觉 得 特 别 的 自 豪 ， 因 为 我 们
都 在 得意地想着 ： 我们就是迎
风斗雪的四棵青松呀！ 什么艰难
险阻就都在我们的脚下了。” 最
后， 李姐捧着照片又动情地对我
说。

■青春岁月

■工会岁月
或许在你现在和曾经的工会工作中， 有无数个细节如同过眼云烟飘过， 但总会有

一些小故事伴随着某些物件、 某些人和某种符号留了下来， 比如一次活动、 一个日
子、 一张照片……

看到这张照片， 那一场充满
活力、 别开生面的运动会， 一个
个热爱事业、 珍爱生活的同事和
朋友， 一张张洋溢着兴奋和激情
的笑脸， 瞬间在眼前鲜活。

10年前的那个夏天， 我在一
家公司担任行政经理， 同时兼任
工会主席。 第一次组织运动会 ，
对我来说是一项新的挑战。 运动
会是由两家公司共同举办， 为把
运动会组织好， 两家公司的工会
专门召开了协调会 ， 对场地布
置、 比赛规则和后勤保障等相关

事项进行了研究和安排。
在选拔队员的时候， 我发现

人的才能是多方面的， 只是在工
作的环境中难以觉察， 而在体育
比赛的环境中最容易展现。 在此
过程中， 我熟悉了公司更多的员
工 ， 也对他们有了更深入地了
解， 给我以后的工作带来了很大
帮助。

运动会组织工作进行得很顺
利， 从开幕式到闭幕式的整个过
程也都是一种享受。 运动会是在
我们公司厂区内进行的 ， 有跳

远、 拔河、 乒乓球、 4×50米接
力等许多个比赛项目。 现场气氛
很好， 激烈的竞争让每个人的激
情都燃烧了起来， 大家显得异常
的兴奋， 汗水和喜悦同时溢满面
颊。 每一个项目都是一个窗口，
每一块赛场都是一个舞台， 整个
场面是那么的激动人心。 运动员
不管是年龄大小， 都竭尽全力投
入比赛中， 顽强拼搏的精神展现
得淋漓尽致。 没参加比赛的员工
们自发的组成拉拉队， 为运动员
加油的呐喊声此起彼伏， 成为运
动场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运动会赛出了风格、 赛出了
水平， 也赛出了友谊， 充分发挥
了工会组织在企业文化工作中的
功能效益， 体现了思想政治工作
应有的目的性， 达到了鼓舞人、
激励人、 凝聚人的目的。 因为运
动会的成功与圆满， 我的心中也
收获满满。

回顾运动会一幅幅令人感动
的画面 ， 我有很多的感触和感
动： 一个成功的企业离不开这样
有意义的活动来活跃内部， 更离
不开凝聚人心的工会组织来搭建
平台。

□邵长军 文/图

留在巴拉亥草原上的
青春影像

组织运动会让我收获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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