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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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淑兰 文/图

■“八一”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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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芸田 口述 牛润科 整理

看着这张老照片， 一段难忘
的往事又浮现眼前， 为了军工事
业， 我3次放弃了调到城里工作
的机会。

1964年， 我在内蒙古第一机
械厂340车间负责生产准备工作。
当时五机部副部长张连奎来我们
厂里蹲点， 搞学大庆岗位责任制
试点时， 了解到我的情况： 从石
家庄工业学校毕业后， 在厂里工
作7年， 既懂生产管理， 又有实
干经验。 所以， 他想把我调到部
里工作。 在张副部长征求我的意
见时， 我说： “我听工厂和车间

领导的意见。” 我清楚地记得车
间主任对我说： “小杜啊， 从感
情上来讲， 我应该为你有这样的
机会而高兴， 理应为你开绿灯。
可是在咱厂军工产品研制的节骨
眼上 ， 咱们车间很需要你呀 ！”
听了主任的话， 我毅然放弃了这
次可以调往北京的机会， 投入到
我国第一代坦克更新换代的研制
生产中。 张副部长临返京前对我
说： “小伙子， 好好干， 咱们国
家的军工建设， 需要的就是像你
这样的年轻人！” 我说： “请首
长放心， 我一定会努力的！”

1970年， 中央决定在山西南
部某山区建立国家第二代坦克生
产基地 ， 急需军工生产技术人
才， 去支援那里的工程建设。 为
此， 我又响应党的召唤， 举家来
到山西的一个大山沟里， 开始了
最艰苦的二次创业。 到1973年 ，
依照政策， 作为独生子女， 组织
上批准我可以调回河北邯郸父母
的身边， 照顾两位老人。 可是工
厂的筹建工作正处于关键时期，
于是我做通了父母的工作， 投入
到了工厂建设中。

“文革” 结束后， 组织上给

生活在北京的岳父平反， 并且允
许身边无子女的老干部， 可以有
一个子女举家调进北京。 当妻子
把这个消息高兴地告诉我时， 我
国首台坦克架桥车的研制工作正
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作为研制组
里最年轻的技术主力， 我怎能在
这个重要的时刻退出呢？ 思来想
去， 我对爱人说： “还是等下次
吧。” 一贯支持我的爱人， 含着
眼泪对我说： “我听你的。” 于
是我又毅然放弃了调进北京的机
会， 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研制生产
当中。

□刘善文 文/图

我迷恋上收集烟标， 这缘于
40年前在辽宁海城当兵的一段经
历。

那时候， 训练之余我喜欢写
写画画。 指导员见状后不仅鼓励
我还交给我一项光荣的任务， 业
余时间负责定期主办连队的黑板
报宣传工作 。 我一个人身兼数
职： 撰稿、 排版、 绘画和写字。
为了吸引战友们的眼球， 力求每
期办得生动形象、 新颖别致、 图
文并茂， 我可谓费尽心思， 我不
仅搜集报纸上的图案题花， 还留
意收集烟标上 “长城”、 “工农
兵” 等图案作为主办黑板报上
插图或装饰图之用 。 不知不觉
中， 我收集到各类烟标近百张。
连队的战友来自五湖四海， 每次
探亲回来， 看到他们吸烟， 只要
是我没有的牌子 ， 就会要下烟
盒； 战友出差， 我也总是不忘叮
嘱几句： “别忘了带几盒当地的
烟标回来。” 慢慢地， 我的烟标
越攒越多。 记得有一位营口籍战
友回家探亲时特意寻觅到一张
“海军” 烟标送给我， 让我喜出
望外。 这枚烟标是上世纪50年代
初营口制烟厂出品的。 主版图案
栩栩如生地描绘岀一位海军战士
身着水兵服， 披肩上和袖口上有
三条白杠； 水兵帽上缀五星 “八
一” 帽徽， 帽墙正中印有 “中国

人民海军” 字样， 帽后有两条黑
色飘带， 威武英俊。 副版为一艘
战舰劈波斩浪巡逻在辽阔的大海
上的画面， 令人肃然起敬。 这是
我的第一枚军人题材的烟标。

从退伍复员到进入烟厂工作
后， 烟标收藏便让我如鱼得水，
从刚开始收集时的来者不拒， 到
了后来有意识地收集军人题材的
烟标。 我通过交换、 淘宝和网上
购买等渠道先后收藏到了 “海陆
空”、 “军人”、 “战士”、 “勇
士 ” 、 “先 锋 ” 、 “女 将 军 ” 、
“红步兵 ” 、 “红骑兵 ” 、 “英
模 ”、 “英雄 ”、 “战斗英雄 ”、
“伞兵 ” 、 “伞塔 ” 、 “海军 ” 、
“军舰 ” 、 “铁军 ” 、 “军旗 ” 、
“坦克 ” 、 “飞机 ” 、 “铁鹰 ” 、
“第一军”、 “国防” 等烟标。 一
枚枚小小的烟标， 折射出人民军
队光辉的历程， 从不同角度展现
了人民子弟兵的英雄本色和威武
之师、 文明之师的光辉形象。

岁月如歌， 记忆流动。 每逢
“八一” 建军节， 我总要小心翼
翼地把这一枚枚钟爱的 “军人”
题材烟标 “请 ” 出来 ， 细细摩
挲， 品赏把玩， 此时， 我不禁心
潮澎湃， 思绪万千……为自己曾
经有的那一段难以忘怀的军旅生
活而荣耀， 更为伟大的祖国有一
支强大的人民军队而无比自豪。

去年8月， 老公的几位三十
年未见的老战友在西安相聚。 我
亲眼见证了这些男子汉们握在一
起不停摇动的手， 以及含着泪花
的双眸。

满桌的酒菜， 怎能承载三十
年的友情！ 是什么力量让他们三
十年未见的战友彼此这般亲近？
是缘分， 更有一种共同的志向和
激情已溶在了他们血液中。 只要
穿过那身神圣的绿军装， 只要紧
握过那代代相传的钢枪， 你无论
走到哪里， 他们永远都是热血沸
腾的战友。

都说当兵后悔两年， 不当兵
后悔一辈子。 但当过兵的战友一
定无悔军营， 因为在充满崎岖坎
坷的军旅路上， 他们感受到了这
真实的痛， 认识了最真的自己，
点点滴滴一路无悔的走来， 在这
段不平凡的经历中， 给他们留下
了最美好的回忆。 回顾军营， 他
们这些退伍老兵便有说不完的话
道不完的情， 他们说起了和战友
一起去巡逻， 和班长一起到小书
摊看书、 看报纸； 说起了炊事班
的饭菜香， 想起了那个一周才能
吃一两次的馍， 馍做的很小， 吃
起来却甜丝丝的， 其中有个战友
创下了一顿吃20个馒头的记录。
也想起了那个爱训人的班长。 不
管多久， 这曾经的一切都不会褪
色， 讲起来反而更加的清晰。

青春不再， 战友情深， 来年
八一， 他们相约， 有更多的战友
聚集在一起， 共抒他们曾经的军
旅岁月。

1980年， 本文作者从地处山
西的国营红山机械厂到五机部汇
报首台坦克架桥车研制工作时，
在北京展览馆前留下的青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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