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个从庄稼地里爬出来的
孩子，很小就认识了牛。爸爸是生
产队长， 每次分完任务就把我扔
给村里的五保户， 和他们一起呆
在牛棚里看牛。 睡在牛棚的感觉
非常温馨， 床铺与牛栏也就相隔
一米左右， 十几头牛挤在一间大
屋子里，吃喝拉撒全在里面，夹杂
着牛气、牛粪、牛尿的膻味。

儿时总爱图新鲜， 认为能与
牛打交道是最勇敢的。 幸好牛天
性驯服， 没有欺侮我人小， 很安
静地让我牵去河边喝水， 然后又
安静地让我牵回牛棚。

有一次 ， 我去姑妈家做客 ，
当我看到姑妈家的两个表哥时，

我自豪地告诉他们， 我会牵牛。
他们相视一笑， 牵来自家的牛，
扳低牛头， 踩着牛头没几下就爬
上了牛背， 只看得我目瞪口呆。
我虽是女孩， 却不甘示弱， 逞能
的学着他们的样子想爬上牛背。
却不料他们家的牛欺生， 把我吊
在牛角上， 吓得我哇哇大哭。

但也因此， 我得到了两个表
哥的宠爱 。 他们教会我怎样骑
牛、 怎样让牛驯服。 村路弯弯，
延伸着我童年成长的道路； 任岁
月流逝， 却淡化不了牛背上的温
馨回忆； 一首首乡村的牧歌， 让
我回味悠长； 而牛背上的童年，
更令我久久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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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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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金克克亮亮 文文//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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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修好了
洋设备

■青春岁月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 我在
燕京啤酒集团下属的盖厂工作。
那年， 单位从意大利萨克米公司
购进一套瓶盖生产线。 萨克米是
家大公司， 许多国家的瓶盖生产
线都出自这家公司。 在安装调试
时， 那个意大利人就用手势告诉
我们， 回去睡觉。 言外之意是他
们的设备性能好， 不会出问题，
不用在旁边看着。

生产线安装投产后， 产品产
量 、 质量 、 消耗各项指标都较
好。 不少人都说， 到底是进口设
备， 生产性能就是好。 哪知， 不
过三四个月的时间， 设备出问题
了， 生产的瓶盖非大即小， 出现
严重质量问题， 不能继续生产。
我当时任这个车间的主任， 每天
和操作、 维修、 技术人员在现场
对设备进行调整。 其间， 还请同
行业来人帮助， 但都无效。 下班
后 ， 我仍苦苦思索 ， 从设备送
电、 送气， 直至瓶盖冲压成型，
要经过十几个环节， 到底是在哪
个环节出现问题了呢？ 厂长也很
着急。 当时正值盛夏， 产品用量
非常大， 设备不能运转， 已经开
始吃库存， 再不能运转， 就要影
响供应了。

就这么琢磨了三四天， 我突

发奇想， 问题会不会出现在冲床
设备的大臂上。 以往的设备， 用
的都是轴承， 但这批设备， 大概
是为了节约成本， 改成了两个圆
环。 我们把大臂拆下来， 发现圆
环已严重磨损。 我当时想应把圆
环拆下来， 把它改成铜套。 我把
自己的想法告诉厂长， 厂长同意
我的看法 ， 要我按这个方案去
做。 我是车工出身， 对制作设备
备件很熟悉。 那天， 我一连加工
了4个铜套， 并打好油孔， 划好
油线 ， 完成时已是晚上10点多
钟。 我们把铜套装好， 试车后，
瓶盖直径一直稳定， 再也没出现
忽大忽小的情况。 故障排除了，
我非常高兴， 我们立刻安排生产
人员连夜生产 ， 以保证产品供
应。

事后， 我厂的技术人员把这
个情况反映给萨克米公司。 厂家
承认， 是他们设计上的失误， 在
其它国家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承
诺为各用户免费更换备件， 并向
我们表示歉意。 其实， 我们用自
己改造的备件已生产一段时间
了。 从这件事上， 我认识到， 发
达国家虽然技术先进， 但也会有
败笔。 而我们， 只要下功夫认真
钻研， 也照样能解决问题。

□孙建国 文/图

■图片故事

看着电视里转播的党和国家
领导人参观抗战胜利70周年主题
展览的新闻报道， 我不由地想起
三年前， 雪莲集团工会组织摄影
协会在喜峰口长城抗日战场遗址
的长城脚下进行的采风。

三年前9月的一天， 我们站
在长城脚下， 眺望对岸伸延淹没
在水库中的雄伟长城及探出水面
的长城敌楼， 夕阳下映衬在鳞波
水中的美景， 乘船上岸攀登喜峰
口长城和潘家口长城， 用手中的

相机记录历史的痕迹， 时代的变
迁， 山清水秀的丽景。 在我们脚
下的这片美丽的土地， 竟是70年
前抗日的战场。 我的眼前不禁浮
现出英勇的抗日战士， 冒着猛烈
的炮火和硝烟冲向日寇， 雪亮的
刺刀插入敌人的胸膛。 我的耳边
好像响起了子弹的呼叫声、 炮弹
的爆炸声， 以及战士们杀向敌寇
的怒吼声。 抗日将领宋哲元、 赵
登禹、 张自忠、 何基沣、 冯治安
等身影也在我的眼前一一闪现。

喜峰口抗战 “竟能使骄妄气盛之
日军受偌大打击， 此诚足为中国
军人吐气 ， 灭了日寇的威风 ”，
当时日本一家报纸评论说： “明
治大帝造兵以来， 皇军名誉尽丧
于喜峰口外， 而遭受六十年来未
有之侮辱。” 中国军队重创日军，
使全国人心为之一振。

今天， 我们能游览采风喜峰
口长城、 十里画廊山水， 登盘龙
洞戏龙、 观一线天奇景， 望棒槌
山秀丽 ， 渡通天河会面牛郎织
女， 叹鬼斧神工刀劈山， 品水上
人家农家饭， 是无数抗日烈士抛
头颅洒热血， 用年轻鲜活的生命
换来的。 我为有这样的军队和战
士而自豪， 深感幸福生活的来之
不易。

喜峰口长城采风， 我们不仅
游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 交流提
高了摄影技巧， 增进了相互间的
友谊， 更是上了一堂革命历史传
统教育课。 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
年到来之际， 我写此采风有感，
意在提醒国人勿忘国耻， 时刻警
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 认清他
们本来的丑恶面目和不可告人的
目的， 团结一心， 珍惜幸福和谐
生活， 从我做起， 祈盼祖国繁荣
昌盛。

□丁金香 文/图

□□张张式式彝彝 文文//图图

■家庭相册

哥哥比我年长6岁 ， 他小时
候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博克图姑
姑家长大。 1956年， 哥哥为了支
援大西北建设， 服从组织调动告
别了亲爱的姑姑， 毅然奔赴祖国

大西北———青海省。
青海省地处祖国西部高原 ，

海拔四千米， 气压低。 20岁的哥
哥有健壮的体魄 ， 不怕任何困
难， 积极向领导要求到艰苦的地
方去。 他被分配到了青海省互助
土族自治县县政府， 负责全县的
宣传、 通讯报道工作。 哥哥每年
都要下乡几次， 经常翻山越岭，
深入到基层搞调查研究、 了解真
实情况， 撰写的新闻稿件不断见
诸报端 。 仅几年时间 ， 他就在
《青海日报》 发表了数百篇新闻
稿件。 弹指一挥几十年， 哥哥把
全部的青春献给了祖国的大西
北。

2000年9月 ， 哥哥与我在北
京相会。 互叙别后情怀之余， 我

们哥俩三句话离不开本行， 哥哥
又给我讲起了写作的技巧， 指点
了我的文字。

在哥哥留京期间， 我带着他
逛遍了京城的大街小巷， 也看到
了北京日新月异的变化。 在颐和
园， 哥哥每走一处， 总是驻足观
看许久 ， 远眺波光粼粼的昆明
湖， 他自言自语道： “太美啦，
好像又看到了青海湖一样， 颐和
园的昆明湖和青海的青海湖一样
的迷人……”

哥哥在与亲友相会的这些日
子， 也笔耕不辍， 写下了大量的
笔记。 临行前， 他郑重地把笔记
本装进了行李箱中， 他准备把这
些文字整理后再行发表。

本文作者 （左） 和哥哥在北
京站合影留念。

喜峰口抗战遗址采风有感

哥哥永远是我的学习榜样

牛背上的童年

左一是二表哥、 右一是大表
哥、 中间是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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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