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自行车到大
板车再到敞篷大解
放，直到现在的工程
车，宋家三代人见证
了路灯工作中的各
种变迁、发展。 三代
路灯人的接力，背后
是一段长长的真情
故事，他们用行动诠
释着电力人共同的
承诺“你用电，我用
心”。

记得那是1964年的秋天， 我所在
的青岗一中率先成立民族乐队， 我们
初中学年组的二十几名同学有幸融入
这一框架之内。

下乡后， 我所在的三新场成立文
艺宣传队， 搜寻乐器成为热点。 平时
没事的时候 ， 我们几个就凑在一起 ，
有弹有唱， 寻觅忙中求乐， 苦中含甜，
进而渲泄情感。 不过也有好事。 我在
乐队中拉二胡， 当时乐队拉二胡的人
很多， 在下乡的地方是美差， 10多个
报名的人最后只留两个 ， 我入选了 ！
在文艺队不用干农活， 还挣双倍工分，
还能和兄弟联队演出， 心里美滋滋的。

二十年前， 我们学校有一位马老
师， 家也住在农村， 土气的穿着和普
通人没什么两样， 但因为马老师有一
架连我们校长都买不起的照相机， 所
以他理所当然地受到同事们的尊重 。
每当学校要举行什么活动， 校长都要
先和他研究研究……每年到了毕业生
要离校的时候， 毕业照就由马老师代
劳了。 清明节后的一天， 马老师悄悄
地对我说： “你买的那卷胶卷还可以
再照一两张， 我给你照张相吧！” 于是
留下了这张照片。 如今， 二十多年过
去了， 我儿子也已经三十岁了， 但我
喜欢的， 还是这一张有点曝光的照片！

□本报记者 张江艳

■真情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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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北京掌灯人的亲情接力

青春岁月
歌声悠扬
□亚飞

■图片故事

本版支持

【 】北京职工
婚姻家庭建设协会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61004804
本版邮箱： ldzm2013@126.com

■征稿启事
征稿要求：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为由

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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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80年代， 宋晓龙的爷爷从
北京路灯队退休， 父亲正式接班成为
一名路灯人， 2003年， 宋晓龙来到北
京市城市照明管理中心， 成为第三代
掌灯人。 三代路灯人的接力， 背后是
一段长长的真情故事， 他们用行动诠
释着电力人共同的承诺 “你用电， 我
用心”。

爷爷宋志龄：
路灯队一辈子练就“活地图”

宋晓龙的爷爷宋志龄已经去世20
多年了， 但爷爷与路灯队的故事一直
在宋晓龙的脑海里， 那是他小时候爷
爷告诉他的。

爷爷十几岁就开始负责路灯工作
了。 那时候还不叫路灯队， 最早时候
还没有电灯， 在皇城周边的街巷点的
是煤油灯 ， 天快黑时派人出去点亮 ，
早上天快亮时再去灭。 宋晓龙只听爷
爷讲过却没见过， “那种灯只在一些
老电视剧中见过”。

建国后成立了路灯队， 煤油灯改
成了电灯， 爷爷在那一呆就是几十年
直到退休。 换灯泡、 架线、 检修， 什
么工种都干过 。 “那时候家里边穷 ，
孩子又多， 爷爷出去干活很辛苦。 每
天晚上要去修灯， 天蒙蒙黑就出去了，
骑着大二八自行车， 前面车大梁挂两
个兜子， 装着保险丝、 螺丝等小东西，
车后两边挎带两副脚扣 ， 一大一小 ，
车后座架上放两盒灯泡， 晚上去责任
区转， 每天都这样， 每天晚上12点多
才能回家。 那时候爷爷的母亲每天等
她回来， 给他热饭， 爷爷一晚上干活
没吃饭。” 这样的工作场景深深地印在
了宋晓龙的脑海里， 路灯工作， 给他
的第一印象就是辛苦。

宋晓龙记得， 路灯队给爷爷起了
个外号， “活地图”。 “爷爷退休前是
在修理班， 那时候他负责接听市民报
修电话， 然后给外勤人员指路， 找不
着地的都问爷爷， 他都能准确指出位

置， 几十年的工作， 爷爷大街小巷都
认识， 长在脑子里了。”

父亲宋春生：
出去查线带野果回家

宋晓龙的父亲宋春生是前几年刚
刚退休的老路灯人， 和爷爷一样， 在
路灯干了一辈子。 父亲当年初中毕业
以后正赶上上山下乡， 返城以后路灯
队招人， 于是爷爷退休父亲接了班。

宋晓龙记得父亲跟他说过， 爷爷
在退休前跟父亲说过一句话， “你父
亲在路灯队干了一辈子， 一直踏踏实
实， 兢兢业业， 你一定要珍惜这个工
作， 好好干！”

正是因为这样的嘱托， 父亲自打
到路灯队的第一天起就一心扑在了工
作上。 宋晓龙记得， 那时候自己才八
九岁正上小学， 总感觉自己的父亲跟
别的孩子的父亲不一样。 “父亲开始
干的是晚上修灯工作， 白天在家， 晚
上不在家， 跟别人正好相反。 干了几
年后， 虽然调到白班岗位上， 但还是
闲不住， 周六日不在家。”

尽管因为工作忙很少有时间陪自
己， 宋晓龙儿时的记忆也有美好的画
面。 “记的每次父亲出去查线， 也是
骑自行车出去， 那时候可以坐公交车
但是不太方便。 每次回来， 父亲都会
用白手套兜回野枣、 山核桃给我和妹
妹吃， 有时候还给我逮知了和大蚂蚱，
也放到手套里。 当时父亲像变戏法一
样把它们拿出来， 那时候我就特别特
别高兴。”

我宋晓龙：
脚踏实地传承路灯精神

连宋晓龙自己也没有想到， 有一
天会和爷爷、 父亲一样， 来到路灯工
作。 受父亲影响， 小时候就对电好奇
的宋晓龙初中毕业后考取了供电局技
校， 学的也是电工。 毕业分配后， 宋
晓龙没有去路灯队， 而是去了别的单

位。 2003年， 原来单位与其他单位合
并， 宋晓龙面临选择， 是继续留在原
单位还是去路灯队， 在父亲的支持下，
对路灯队具有特殊感情的宋晓龙来到
了路灯队工作。

宋晓龙依然记得， 自己刚来时父
亲就嘱咐他， “既然来了， 就要干出
样来”， 这也是宋晓龙早在心里对自己
说了无数遍的话。

13年来， 宋晓龙通过自己的努力
取得了突出成绩。 他先后担任运行低
压带电检修二班班长、 党员服务班班
长， 其主要负责中轴线以西， 三环路
以内 ， 大约5万盏路灯 。 每次出去修
灯， 老百姓都热情地跟他打招呼， 有
的老人就见证了他和父亲两代人的修
灯工作， 颇为感动。

工作成绩的背后是宋晓龙对家庭
的亏欠。 像爷爷和父亲一样， 对自己
的爱人和孩子， 他没有时间陪伴他们，
甚至每天都和儿子说不上话， “晚上
下班12点多到家， 孩子睡了， 第二天
孩子上学了我还没起呢， 下午放学前
我已经上班了。” 在这一点上， 宋家三
代电力人惊人的一致。 宋晓龙说， 这
也是路灯工作者的工作状态写照。

现在宋晓龙走上了管理岗位， 担
任城市照明管理中心运行管理中心副
处长， 但每天， 宋晓龙还是会到一线
去工作。 退休在家的父亲经常会跟他
探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从自行车到大板车再到敞篷大解
放， 直到现在的工程车， 从人工挖掘
杆子坑到机器化十分钟搞定， 从自带
干粮到蹿壶热饭、 盐汽水再到统一订
购快速送达的盒饭， 宋家三代人见证
了路灯工作中的各种变迁、 发展。 三
代电力人在 “路灯” 的传承， 宋晓龙
总结贯穿其中还有一种积极的精神力
量。 爷爷、 父亲都是特别老实、 厚道、
敬业的人 ， 这也深深影响了宋晓龙 ，
他自己有个座右铭： “踏踏实实做事，
本本分分做人。”

一张曝光的照片
□张升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