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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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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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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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故事

□何杲 文//图

这两天， 一条新闻引起广泛
关注， 北京人的生活中消失了近
二十年的百年老号东单菜市场又
回来了， 新店将于9月底落户和
平里西街。 昨天， 我按捺不住，
特意跑到新址去看， 出了地铁和
平里北街站， 一栋四层深灰色建
筑紧挨着马路， 就是东单菜市场
的新址。 虽然 “东单菜市场” 的
金字招牌还没挂出， 但围墙上用
醒目的字样写着 “东单菜市场于
2015年重张开业， 招商招聘进行
中”， 已经向附近街坊四邻， 传
递了这里即将发生的变化。

上世纪1967年到1985年， 我
在东城区苏州胡同住了18年， 那
儿距离东单菜市场不到一站地，
我三天两头去那儿买菜和副食
品， 跟它建立了很深的感情。 那
时， 还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 居
民的粮油、 副食品供应有的需要
凭票、 凭本， 而国营菜市场因其
品种全、 质量好、 信誉高而深受
大家的喜爱 。 西单 、 东单 、 朝
内、 崇文门菜市场， 是京城著名
的四大菜市场， 分布在城区的东
西南北， 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
东单菜市场则是这四大菜市场中
建成时间最早的一座 。 史料记
载 ， 100年前 ， 距离东交民巷
“使馆区 ” 不远的东单西北角 ，
有个东单牌楼菜市， 简称 “东菜
市”， 由法国人管理， 除了卖瓜
果蔬菜外， 还有一些在那个年代
看起来格外稀罕的外国货， 被当
时北京人称为京城少有的 “高档
购物场所”。 1938年起， 东单菜
市场由日本人管。 解放后， 经过
公私合营， 东单菜市场成了一家
国营菜市场， 后来由郭沫若先生
题写的店名， 就悬挂在临东长安
街的大门上方。

我那时买菜一般是从临长安
街的南门进去， 逛完了从再开在
东单北大街的东门出来。 （这里

现在正是标志 “银街” 漂亮牌楼
的位置）。 菜市场大厅是弧形高
顶 ， 铁屋架支撑 ， 墙上大玻璃
窗， 大厅里分外豁亮。 正面蔬菜
货架上用圆白菜， 绿叶菜， 黄胡
萝卜等各种颜色蔬菜组成的图
案 ， 长有30多米 ， 高有3米多 ，
非常好看。 每到节日， 还会拼成
庆祝五一、 十一等字样。 靠西墙
是牛羊肉部， 卖肉的是一位姓马
的老回民， 说话和气， 手头特别
麻利。 南面是大肉部， 东面是卖
油盐酱醋等副食品的柜台。 大厅
中间有几个水产池子， 都贴着白
瓷砖， 里外刷得十分干净， 里边
的鱼、 虾、 蟹等看着特别鲜活。
我第一次看见宰杀鳝鱼的， 就在
这里。 售货员用锥子把鳝鱼头钉
在案板上， 在蛇颈处用刀割个口
儿， 用手把鱼皮一捋， 拿刀尖顺
着鱼身一划， 鱼身就成了一大片
儿， 再一划， 鱼骨就剥离了， 洗
干净切成段儿交给顾客， 那叫一
个利落， 煎炒烹炸您回家自个儿
忙活去吧。 大厅里还有卖糖果点
心， 烟酒副食， 蔬菜水果， 活鸡
活鸭， 品种相当齐全， 家里来了

客人， 您只要在这儿转一圈， 什
么也不缺了。 菜市场的售货员都
统一穿着白大褂 ， 或系着蓝围
裙， 待人诚恳， 买卖公道。 记得
有一次我让女儿去买一斤牛肉，
那时牛肉每斤六角五， 羊肉每斤
七角一， 女儿买回牛肉告诉我是
按羊肉收的钱 。 过了几天我又
去 买 菜 ， 顺 便 跟 一 位 卖 肉 的
售 货 员 提 起 此 事 ， 没 料 到 ，
他不但退我六分钱 ， 还连连向
我道歉赔不是， 老北京商家那种
诚信待人的经商之道让我十分感
动。

大约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
期， 为了建设东方新天地， 从王
府井南口往东， 一直到东单十字
路口， 北侧的儿童电影院， 中国
青年艺术剧院， 东单邮局， 包括
东单菜市场的近邻东单饭馆等都
消失了， 代之而起的是巨大的东
方新天地广场。

如今， 几十年过去了， 时光
带走了往事， 成为难忘的怀念。
但愿新开张的东单菜市场黄金时
代重来 ， 让我们重温它的京味
儿， 再睹她的芳华。

老老东东单单
菜菜市市场场的的
记记忆忆

■家庭相册

□朱旭 文/图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 弟弟
初中毕业了， 没考上高中。 在家
里待了一段时间， 弟弟决定出去
闯荡闯荡， 就选择了北京。

来到北京， 弟弟开始寻找工
作 。 弟弟在大街上转悠了好几
天， 终于在一家装饰公司找到了
一份工作。 弟弟为人实在， 做事
利落， 肯出力， 好钻研， 很快适
应了这份工作， 得到了老板的赏
识。

老板是北京本地的， 曾是一
名军官， 是个性情中人， 待人热
情， 为人豪爽。 一天， 老板问弟
弟：“小朱， 你做我的干儿子好不
好？”弟弟爽快地回答：“在北京我
又没有什么亲戚，那太好啦！ ”从
那以后， 弟弟的干爸经常带弟弟
到他家里去做客， 干妈待弟弟也
十分热情。 他们还带弟弟游览了
天安门、 故宫、 颐和园、 毛主席
纪念堂、 长城等名胜古迹。

那年春节，弟弟没有回家，是
和干爸一家一起过的。 在他们家
里， 干妈让弟弟换上了她给买的
一身新衣服， 还做了很多丰盛的
菜肴。在饭桌上，弟弟和干爸喝了
些白酒。 弟弟跟干爸一家亲切交
谈，没有一点约束感，就像在自己
的家里一样，显得其乐融融。

后来， 弟弟回到家乡， 自己
开了个装饰公司。 这些年来， 弟
弟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有声有
色。 弟弟非常怀念在北京生活的
那段日子， 经常跟干爸一家人通
通电话。

弟弟在北京
有个干爸

□许双福 文/图

■青春岁月

收音机是我的好伙伴， 从记
事起， 家里就有收音机， 我们家
还在北京的通信兵部时， 父亲每
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
机听新闻。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 我
入伍从军来到了西北边陲， 在每
天阅读报纸的过程中， 我看到了
伟人毛泽东 16岁时的座右铭 ：
“不叫一日闲过。” 从此， 就有了
不让自己一日闲过的决心， 业余
时间就看书， 手被占用， 眼睛被
文字吸引了， 就开开收音机听，
总之， 不能让自己的大脑闲着，
这个习惯直到今天， 无论到了哪
里， 收音机一直伴随着我。 早些
时候， 出差或是出外游览， 收音
机是必带的。 如今， 有了手机和
电视机， 再出门， 由手机替代了
收音机。

二十来岁是充满活力， 激情
勃发， 争强好胜的年龄， 单位里
每在评选先进， 选举职代会代表
时 ， 自己虽然假惺惺地选其他
人， 心里却渴望大家选我。 有一
年， 自己终于被大家选举为职工
代表 ， 自己的心里好一阵子兴
奋， 见着亲戚朋友就显摆， 首先

给父母打电话报告这一激动人心
的消息， 今天再想起来， 真是幼
稚可笑， 那时候太在乎这些了，
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事。

职代会开幕， 我有幸成为单
位第一届职代会代表。 既然是第
一届， 领导们商量， 要有第一届
的样子， 给代表们留下深刻的印
象， 每位代表发个纪念品， 此年
代 ， 能做纪念品的东西少的可
怜， 最后， 想来想去， 就那么几
样东西， 还是发一部收音机吧！
这部收音机对我来说是弥足的珍
贵， 它是我回到地方工作成绩的
肯定， 也是我平日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物品， 当一个人回到宿舍，
每天早晨睁开眼， 打开收音机成
了我的习惯 。 新闻 、 娱乐 、 故
事 ， 丰富我的思想 ， 拓展知识
面， 不用手， 不用眼睛， 耳朵吸
收着信息， 倍感丰润和充实。

一部不太时尚的收音机， 多
少年来舍不得更换， 不离不弃，
它对我如此， 我对它感情深重 ，
像伴侣， 像爱人， 说不完的知心
话， 道不完的深情， 一同度过美
好的时光， 见证世事变迁， 岁月
荏苒。

收音机是我的好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