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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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友情怀

那次我去省博物馆， 留给我
印象深刻的不仅有那些文物， 如
战国时期的曾侯乙编钟、 越王勾
践剑和郧县人头骨化石等， 还有
《楚文化展 》、 《古代瓷器专题
展》、 《荆楚百年英杰》 等展览，
特别是 《荆楚百年英杰》， 用图
片和文字记录了我们荆楚大地那

些值得我们记忆的人物， 如李先
念、 李四光、 徐迟和碧野等， 他
们的成长经历深深打动了我。

在博物馆里， 我看到许多学
生正在记录着这些荆楚名人的生
平或事迹， 也有些老者正在用照
相机拍下那些图片资料。 也有不
少家长和我一样， 带着孩子来省
博， 让孩子们感受中华民族悠久
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我们每座城市都有值得去的
文化场馆和一些有特色的景点。
我经营着一家小店， 很少给自己
放假。上周在孩子开学前几天，我

陪他去了黄鹤楼。他说，一家人一
起看看这些美丽的风景真好。 有
空带孩子逛逛， 不仅可以加深与
孩子的感情， 最重要的是让孩子
在其中收获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
知识， 扩大视野增长见识。

我想， 今后每个月我都会选
择一两个场馆去带孩子看看， 让
他品味这座城市的文化氛围、 艺
术魅力和人文气息， 倾听古老历
史脉搏的跳动， 感受到心灵深处
对传统文化和美的渴望与追求，
热爱生活的城市， 去拥抱美好的
生活。

□杜伟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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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京成 文/图

■图片故事

细心的搭档

带孩子品味城市的文化

2001年初， 我调到区委宣传
部主办的 《石景山通讯》 做采编
工作， 刘丽君比我早一年调入编
辑部。

当时 《石景山通讯 》 是周
刊， 每期四块版， 包括主编一共
五个人， 既要采访撰稿、 编辑组
稿， 还要排版校对、 自办发行。
每周一， 我们三个男同志开着那
辆 “切诺基”， 把近3万张报纸送
到全区几十个委办局， 两名女同
志负责区委、 区政府机关各部门
《石景山通讯》 的发放， 大家合
作的非常愉快， 每天早来晚走的
也不觉得累。

我在石景山生活了40多年 ，
又做过几年新闻记者， 对区情比
较了解， 对不少单位的领导也相
当熟悉。 刘丽君是南方人， 是个
“北漂”。 我们相约到基层采访，
以便她尽快熟悉各单位的情况和
通讯员 。 当年 ， 我们外出采访
时， 路远就打个 “面的”， 路近
都是骑自行车。 在那些忙碌的日
子里， 我们成为工作搭档， 用笔
名郝欣、 月光， 合作撰写发表了
《因为我热爱这片土地》 等多篇
人物通讯。

刘丽君是个细心的人 。 一
次， 她听说我父亲因病在医院住
了一段时间刚刚出院时， 她就买
了水果和补品送到我家中， 这孩
子给我父母留下了真热心的好印
象。

刘丽君是个孝顺的女儿。 谈
到父母， 她有许多愧疚， 作为家
中的长女， 这么多年却没能在老
人身边尽孝， 给弟弟妹妹更多的
关照。 为此， 她把老父亲接到北
京。 只要有时间， 她就带老人出
门转转， 陪老人去看看天安门，
逛逛北海。

我和刘丽君都属马， 她比我
小一轮。 15年前相识的时侯， 她
称呼我 “胡哥 ” ， 如今她已是
《中国总会计师》杂志社社长兼总
编辑， 在她的属下面前依然还是
叫我“胡哥”，并多次提起当年我
骑自行车带她去采访的往事。去
年，我60岁生日请朋友们小聚，她
下班后驱车赶来， 献上了一束鲜
花和热情的祝福， 不胜酒力的她
仍干了一杯红酒， 让我感到她还
是15年前那样的热情和真诚。

刘丽君毕业于北师大文学
院， 又在北师大经济学院攻读博
士学位。 从事新闻采编工作十几
年来， 刘丽君先后采访过多位省
部级领导和财会高端精英， 发表
专访几十篇， 并获得了首届 “北
京市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 称
号。 前些年， 她还应邀在北京电
视台 《名师讲坛》 节目讲 “《红
楼梦》 中女性管理者之道对现代
管理的启示”， 并出版了 《刘丽
君点评红楼职场八金钗》、 《红
楼梦管理智慧》 等多部研究红楼
梦女性管理的专著。

□李荣欣 文/图

看着这张老照片， 我想起了
往事。 我们五人原是村子相邻的
老乡， 入伍后成了战友。

1969年初， 我们入伍进川来
到成都军区通信总站。 当时部队
“学雷锋” 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
我们就相互鼓励， 要争当 “五好
战士”。 我们五人比较要好， 有
人提议照张合影， 以示纪念， 大
家都很赞成。 就这样， 我们利用
春节放假的机会， 到成都的一家
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入伍纪念照
(前左为作者）。

照了相后 ， 我们一边往回
走， 一边说， 咱们要互相比赛，
看谁先入党， 看谁先穿上四个兜
（提干）。 由于大家有言在先， 在
工作中就明争暗赛争当先进。 果
不其然， 我们五人两年内先后入
党 ， 后来又都先后提干 。 就这
样， 我们彻底改变了人生命运。

老乡·战友·竞赛

■青春岁月

□解红 文/图

大嫂是一名军医， 而且还参
加过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
在那次战斗中， 大嫂还因为亲历
战场抢救伤员荣立三等功一次。
转业后， 大嫂到市公安局工作。

在全市公安系统， 一提到大
嫂的名字， 没有不知道的。 一方
面是因为嫂子的工作的特殊性，
嫂子是军校的高材生， 到公安部
门工作后， 一直从事宣传理论工
作。 另外， 大嫂还是一个 “猜谜
专家”。

早在上中学时， 大嫂就擅长

猜谜。 有一次， 语文老师出个谜
语 “牛羊成群”， 让打一个汉字，
全班几十名同学都被难住了， 后
来还是大嫂猜出来了。 对越自卫
反击战中， 大嫂所在的部队处在
前沿的位置， 战斗十分艰苦， 但
在战斗的间隙里， 大嫂的猜谜语
的特长给战友们的战斗生活增添
了很多乐趣。 她还把这些谜语都
抄在她的笔记本上， 其中就有两
条我记忆非常深刻： “沙家浜里
天干旱， 犟劲没有牛劲蛮， 骄阳
似火烧乔木， 装备简陋少衣衫。”

“撇捺相交一点落， 不偏不歪五
笔合， 厂房无盖长亚麻， 口舌辛
苦不必说。” 各猜一个四字成语。
谜底 “兵强马壮 ” 和 “义正言
辞”。 大嫂设计的一些谜语， 既
丰富了战友们的生活， 同时谜语
所包含的意义， 对战友们也是一
次思想教育。

大嫂还在家里经常卖弄她的
猜谜能力。 双休日， 我带着孩子
一起到了爸妈家， 一家人胜利大
会师， 大嫂依然是家里的主角，
她的拿手好戏还是猜谜。 一家人
边吃着妈妈做的饭菜， 一边参加
着大嫂的 “猜谜比赛”。

“大家注意了， 我的谜语隆
重推出， 猜对的， 得点心一个，
猜错的， 罚今天洗碗一天。” 大
嫂在威胁利诱着， “碧玉一块口
中含， 字头盖住一口田， 共同入
眠无目的， 虽是弓箭拉不弯。 猜
一个四字成语 !” 最活跃的永远
是孩子们， 大嫂的话音刚落， 侄
子侄女还有我的女儿就开始苦思
冥想起来 ， 最后还是女儿猜对
了： 国富民强。 “对， 就是国富
民强。 我们国家现在就是国富民
强！” 大嫂又犯了她的职业习惯。
一个美好的节日 ， 因为有了大
嫂， 因为有了大嫂的谜语而显得
更加的美好！

■家庭相册

大嫂是个“猜谜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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