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1992年6月30日的 《首钢
报》 （现 《首钢日报》） 上， 我
发了一篇题为 《我和漫画家叶春
旸》 的文章， 记述了工人日报社
原美术编辑叶春旸老师对我在漫
画学习上的热情关怀和悉心指导
的故事 。 登报后被新闻界老前
辈、 原工人日报社社长郭国涌同
志看到， 他读后给予了充分的肯
定， 建议在 《工人日报》 内部刊
物 《社内生活》 上给予转载， 并
在百忙之中写了一篇500余字的
读后感。

郭 老 在 读 后 感 中 写 道 ：
“《社内生活》 编辑同志： 我偶然
翻阅 《首钢报》， 突然看到一个

标题为 《我和漫画家叶春旸 》，
因为叶春旸是老熟人， 于是， 我
一口气就把这篇文章看完了。 我
觉得， 作者所写的事情， 和所写
的文章都很感人。 于是， 就想剪
下来， 转给你们， 并建议转载在
《社内生活》 报上……” 文中通
过我和叶春旸编辑的交往， 结合
当时通联工作的现状， 不仅对做
编辑工作的同志有很深的启发，
同时对基层的通讯员和业余作
者， 也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时隔23年， 我仍保留着郭老
读后感的那份剪报， 使我不由对
老一辈新闻人的敬业精神肃然起
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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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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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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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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夫妻
二人和一双儿女。

儿子出生在1982年， 从小活
泼可爱。 女儿出生在1986年， 从
小乖巧文静。 他俩性格虽不同，
但相同的一点是两个孩子好学上
进。 在家里还不太富裕时， 我就

尽最大努力给孩子智力投资， 给
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功夫不负有心人。 如今， 他
们已长大成人， 儿子读研后从事
律师工作， 女儿大学毕业后任某
公司总经理助理， 还是个入党积
极分子呢。 每逢节假日， 我们全

家都会到各地旅游， 看看祖国的
大好河山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巨大
变化。 聚到一起时， 我们是有说
有笑， 其乐融融。

从这两张照片您就能看出 ，
虽然时代不同， 但我们一直是幸
福的一家人。

□崔和 文/图

□朱旭 文/图

■图片故事

■青春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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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双福 文/图

盛夏， 找个地方纳凉是最为
惬意的事。

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 ，
父亲在湖北房县的部队里， 我们
住的是平房， 房子后面是一块十
来平方米的空地， 父亲给这块空
地铺上了水泥。 每在晚饭后， 我
们一家子就围在一起， 每人手里
拿着个蒲扇， 唠着家常。 偶尔，
我和弟弟、 妹妹跑去逮萤火虫。
每在此时， 母亲总是叮嘱我们不

要走远， 草丛中有蛇。 这样的纳
凉，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快
乐的童年， 愉悦的夏日。

到了八十年代初， 因父亲的
工作调动， 我们家搬到了西安的
长安区。 我家所在的王曲镇有一
条叫鹬河的河流， 河面很宽， 河
水清澈见底， 河里鱼、 虾、 螃蟹
应有尽有， 那时， 人们对这些没
有食用的意识， 偶尔抓上几条或
是几只玩一玩 ， 完了就放回河

里。 柳青先生的小说 《创业史》
中的 “蛤蟆滩” 就在这里。

盛夏来临， 人们三五成群 ，
或是一家人， 或是恋人， 漫步在
河岸两畔， 微风袭袭， 虽没有空
调的透骨， 却有着舒经通脉的爽
快。 蛙声朗朗， 虫鸣吟吟， 一阵
风吹过来， 闻着莲叶散发出的清
香， 很是享受， 惬意无比。

成家立业了， 蜗居于单位公
房的最顶层， 屋顶经一日阳光的
曝晒 ， 每每开门 ， 一股热浪扑
来。 此时的空调是件奢侈品， 普
通的工薪阶层想都不敢去想， 电
风扇吹出的风， 没有了凉意， 与
热浪融合， 一浪高过一浪的热。
每天晚上， 一家人抱着凉席， 拿
着被子， 爬上楼顶。 早晨起来，
每个人的鼻口都是黑的， 如此的
避暑， 如此享受楼顶的清凉， 生
活得有滋有味。 太阳下山， 上到
楼顶， 铺好凉席， 围坐在牙牙学
语的孩子旁， 登高远望， 孩子高
兴， 大人开心。

而今， 看着家家楼外墙壁上
挂着的空调室外机 ， 物资丰富
了， 那种自然的感觉没了。 进入
空调房子确实凉快， 却缺少了曾
经拥有的心境。 每每走在热浪滚
滚的楼距间， 使人想起曾经的纳
凉时分， 接受自然风的爽感， 寻
找纳凉处的快意。

记忆中的纳凉 在网上看到一条消息 ： 近
日， 一双双样式美观时尚的黑色
“小跑鞋” 正式列装配发部队，标
志伴随着武警部队发展壮大的
“解放胶鞋”即将“光荣退役”。这
时，一种酸楚顿时涌向心头，少年
时代，毕竟我穿过好几年的解放
胶鞋， 对它有着特殊的情感。

解放胶鞋就是我们平时说的
解放鞋。 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
老百姓脚上穿的除了自家做的布
鞋外， 大多数就是这种解放鞋。
解放鞋耐磨又轻便 ， 质量比较
好， 而且价格低廉， 深受大家的
青睐。

在我小的时候， 一直想拥有
一双解放鞋。 平时， 我穿着母亲
做的布鞋或打赤脚， 于是就央求
母亲给买一双。 家里日子过得十
分拮据， 一分硬币恨不得掰成两
半用， 母亲坚决不答应。 直到几
个月后， 家里卖了一头大猪， 我
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一天， 母亲
从集上归来， 我迫不及待地一下
夺过母亲手里的包， 把崭新的解
放鞋抖搂出来。 我把解放鞋拿在
手里， 翻过来掉过去瞧了又瞧，
真是爱不释手， 当天就换上了，
在屋内踱来踱去。 我不时看看脚

上的鞋子， 感到这鞋子既轻快又
柔软， 心里美滋滋的。

我在县城一所中学上初中，
离家二十多里 ， 得住校 。 学校
里， 学生大都穿上了白运动鞋，
很少有穿解放鞋的了， 不过我还
穿着。 在宿舍就寝时， 由于解放
鞋透气性和透湿性都差， 一脱下
来， 一股令人窒息难闻的酸臭味
弥漫开来 ， 不少同学捏起了鼻
子， 羞得我简直无地自容。 我连
忙把鞋子塞到苫子底下， 趿拉着
拖鞋， 一个箭步跑出去， 把脚放
在水龙头下洗了又洗。 周末一回
到家， 我就要求母亲给买双白运
动鞋。 母亲说， 由于手头紧， 过
些日子再买吧。 后来， 母亲向邻
居借了10块钱， 让我带上回校，
在县城里买了双白运动鞋。 随着
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穿解
放鞋的人越来越少， 年轻人更是
不待见它了。

上大学时 ， 我们新生需军
训 ， 学校给每人发了一双解放
鞋。 看到久违的解放鞋， 我感到
特别亲切。 穿上了它， 顿觉双脚
轻松有力， 浑身上下充满了一股
力量。 军训的这段日子， 这双解
放鞋天天陪伴着我。 站军姿， 踢
正步 ， 可以说它功不可没 。 后
来， 我也没舍得丢掉， 把它带回
老家。 有时回到老家， 我帮父母
干农活时， 就会穿上它， 感到脚
下都很踏实。

朴实无华的解放鞋， 不久的
将来就要跟我们说再见了， 但是
它伴随着我们走过了共和国的风
风雨雨， 承载着一段不平凡的历
史， 见证着时代的变迁， 值得我
们永久牢记与怀念。

■家庭相册

穿解放鞋的日子

□黄宇辉 文/图

工人日报社社长
对我文章发感言

幸福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