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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故事

7月14日 ， 是人民英模王杰
英勇献身50周年纪念日。

50年前， 伴随着一名普通战
士在即将爆炸的炸药包前纵身一
跃， 一个伟大而响亮的名字———
王杰， 在神州大地广为传颂， 成
为那个年代人们心中一座永恒的
丰碑！

那感染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永
恒瞬间发生在1965年7月14日 。
那天上午， 原装甲兵某部工兵班
长王杰在江苏省邳县张楼公社
（今邳州市张楼乡） 帮助驻地民
兵训练爆破技术时， 炸药包发生
意外即将爆炸。 在危急关头， 他
纵身一跃， 毅然用身体压住了炸

点……一声震天撼地的巨响， 一
个23岁的年轻生命永远地逝去
了， 而在场的12名民兵和人武干
部却安然无恙。 鲜血染红了周围
的土地， 英雄王杰实现了自己的
豪迈誓言： “我要一不怕苦， 二
不怕死， 做一个大无畏的人！”

经过数十年搜集， 我集藏到
20本版本不同的 《王杰》 题材连
环画， 既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
期的作品 ， 也有本世纪初的作
品， 颇有观赏价值和收藏价值。
其中最难忘的是， 30多年前我在
辽宁海城当兵时， 在新华书店购
买的 《王杰的故事》 连环画， 该
书是1972年5月由人民美术出版

社出版的， 全书由油画、 国画、
版画、 连环画、 宣传画等36幅惟
妙惟肖的彩图组成。 这本书精美
的绘画艺术不仅深深地吸引了
我 ， 而且王杰在部队中乐于助
人、 刻苦奋斗、 舍身忘己的精神
深深地震撼着我的心灵。 尤其是
看到王杰在地雷实爆中为了挽救
战友和群众的生命而英勇地扑在
炸药包上的时候， 泪水不禁夺眶
而出。 从那一刻起， 我就开始把
英雄王杰当成自己的榜样， 立志
要向王杰学习。 也正因此， 我开
始用心搜集着关于王杰的一切资
料———连环画、 海报、 火花、 报
纸、 图书、 扑克牌， 等等， 一个

也不放过。 当年， 在王杰 “两不
怕” 精神的滋润下， 我还兴致勃
勃地写下了 “训练场上发扬 ‘两
不怕 ’ 精神 ” 一首诗 ， 并且在
《前进报 》 副刊上发表 。 现在 ，
虽然时光已经远去， 但每每打开
这本书时， 不仅给我以视觉美的
享受、 心灵的洗礼， 同时那一段
难以忘怀的军旅生活也在不经意
间便浮上心头。

这些年为了收集王杰的藏
品， 我还真是吃了不少苦头。 省
吃俭用不说， 有时候为了换取别
人手里的一些珍贵版本， 我就不
得不拿自己珍藏了好多年的 “宝
贝” 去跟人家换 。 1965年11月 ，
延边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朝鲜
文 《毛主席的好战士———王杰 》
连环画。 这本书发行量极少， 且
发行范围小， 能完整保存下来的
不是太多， 尤显珍贵。 记得当年
收集这本书时， 颇费周折， 我忍
痛割爱， 用一本1984年中国大百
科全书出版社岀版的精装 《中国
大百科全书·法学》（第1版） 才换
得。五年前，我和老伴去杭州旅游
时， 在收藏市场上偶遇一幅 “文
革” 时期杭州丝织厂制作的 《毛
主席的好战士———王杰 》 杭绣 ，
喜出望外。 这种杭绣极为罕见，
价格自然不菲， 但我还是毫不犹
豫地买了下来， 为此还挨了老伴
一番数落。

如 今 ， 50个 春 秋 过 去 了 ，
《王杰》 连环画的画面与文字永
远定格在历史的长河里， 可是王
杰用生命铸就的“两不怕”精神给
我留下的记忆， 仿佛就在昨天一
样，成为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我的《王杰》连环画收藏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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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岁月

水泥管厂团员义务站交通岗

翻阅眼前的这张老照片， 我
就想起了22年前的1993年9月15
日， 陪市政工程局的领导到永定
路 公 交 车 站 看 望 在 七 运 会 期
间 参 加义务疏导交通 、 站交通
岗的第二水泥管厂的团员青年的
情景。

记得从1993年9月4日七运会
开幕到15日闭幕， 每天的早晚高
峰， 在永定路旁的公交站台上，
公交乘客都会看到几位头戴小白
帽、 手举小红旗的团员青年在疏
导乘客上下车的身影， 他们都是
响应第二水泥管厂团委开展的
“我为七运会做贡献 ” 的号召 ，
利用上班前的两小时和下班后的
两小时， 义务加班去站台服务、
轮流站交通岗。

说起组织团员青年义务去站
台服务、 轮流站交通岗， 在第二
水泥管厂是有光荣传统的 。 在
1990年亚运会召开期间， 当时的
厂团委书记李秀梅就带领团员青
年参加了团市委组织的 “亚运交
通岗” 的活动， 在王府井到东单
路段的几个公交站台上设立了交
通服务岗， 主要职责是负责乘客
上下车的疏导、 问路答疑以及宣
传 “亚运” 精神。 北京亚运会期
间， 他们头戴小黄帽， 穿着印有
亚运标志的小马甲， 手举统一的
交通引导旗， 积极引导着南来北
往的乘客。 尽管每天工作都在12

个小时， 工作中、 生活上遇到了
不少困难， 他们还是圆满地完成
了任务 ， 并受到了团市委的嘉
奖。

端详着这张老照片， 当年的
老领导们早已退休， 目前水泥管
材的业务已并入市政路桥港创瑞

博公司， 但我还是经常能遇见当
年站过交通岗的刘占京、 龚义仑
两个人， 他们回忆起当年站交通
岗的事都十分感慨， 觉得自己还
年轻， 总惦记着有一天北京要举
办冬奥会他们继续去站交通岗
呢。

1965年11月，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
《毛主席的好战士———王杰》 连环画。

2001年9月， 金盾出版社出版的 “革命英模
人物故事绘画丛书” 《王杰》 连环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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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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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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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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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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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相册

一张合成的
父母彩照

这是一张同事帮我PS成的
合影照 ， 每当看到父母这张唯
一的彩色合影照时 ， 我心中不
免隐隐作痛 ， 因为 “子欲养而
亲不待”， 父亲离开我已20年之
久， 母亲也于2002年12月19日一
“觉 ” 没醒来 ， 匆匆地去 “天
堂” 和父亲相聚了。

小时候家里穷， 为了供我和
两个哥哥读书 ， 一年四季我们
看到的都是父母忙碌的身影 。
春 冬 农 闲 时 ， 父 亲 要 么 去 抓
“头发菜” 为我们筹备学费， 要
么起早贪黑外出捡拾家畜粪 ；
夏秋农忙时 ， 父亲永远奔忙在
庄稼地里 。 母亲则一年四季都
起早贪黑除了忙碌着照顾一家
人的生活 ， 还得想方设法喂养
鸡 、 猪 ， 通过售卖鸡蛋 、 猪肉
为我们筹备日常的纸笔本费用
和贴补家用。 但无论多苦多累，
父母都没有对我们说过一句怨
言， 他们只是默默地奉献着。

在父母的大力支持下 ， 三
哥 、 四哥和我都相继考学跳出
“农门 ”， 分别走上了医生 、 教
师和行政管理岗位 ， 了却了父
母 “养子成龙 ” 的心愿 。 由于
年轻时不懂事 ， 我只顾自己为
“前途” 奔忙， 大学没毕业， 父
亲便因病去世离我而去 ； 工作
后 ， 我只顾自己安身立命 ， 整
天忙于工作 ， 母亲虽在身旁 ，
却没能好好尽孝 ， 最后也没能
听到母亲最后的遗言 。 无数个
白天黑夜 ， 我只能在懊悔和无
奈中思念 ， 思念父母苦累的容
颜 ， 思念父母无私的奉献 。 无
论我怎么思念 ， 怎么呼唤 ， 都
换不回父母留在我身边 ， 留给
我的只有永远的遗憾。

以前， 家里穷， 父母连一张
彩色合影照都没有照过 。 2006
年， 在父亲去世10周年祭之前，
在同事的帮助下， 我用1990年父
亲和四哥的合影与母亲的单身
照PS成了这张父母唯一的彩色
合影照片， 并把它做成几个12寸
的 “拉米娜 ” 照片 ， 在父亲去
世10周年祭奠之日分送给哥哥姐
姐们 ， 以便大家想二老的时候
随时 “看 ” 到二老 。 同时 ， 我
有一个私心 ， 也是为了让父母
的孙子辈 、 重孙辈等晚辈后代
永远记住二老的容颜 ， 对二老
的思念能够代代相传。

现在， 为了减轻对二老的思
念 ， 我唯一能做的只是带好自
己的团队 、 做好本职工作 、 培
养好下一代 ， 事事 、 时时 、 处
处不给单位 、 “二老 ” 和家庭
抹黑 ， 以更好的成绩告慰 “九
泉下有知” 的父母。

为“七运会”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