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春岁月

□王晓辉 文//图

■工会岁月

□雨荷 文/图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爱国的同胞们。 抗战的一天
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
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面有全国
的老百姓。 咱们中国军队勇敢前
进， 看准那敌人， 把他消灭， 把
他消灭！ 冲啊！ 大刀向鬼子们的
头上砍去。 杀！” 伴随着激昂的
歌声， 街道社区夕阳红老年艺术
团年过花甲的老大妈们： 一个个
精神抖擞、 慷慨激昂、 意气风发
全身心投入舞蹈 《大刀进行曲》
的紧张排练中。

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
周年， 街道社区领导安排夕阳红
老年艺术团编排反映抗日战争胜
利的舞蹈、 歌曲节目。 准备在9

月3日庆祝大会上公开演出。 夕
阳红老年艺术团的老大妈们接受
任务以后， 特地聘请市艺术团的
专业编导做导演， 自费集资购买
了八路军的服装和大刀、 手枪等
道具。 选排难度较大的舞蹈 《大
刀进行曲》。 由于大妈们年纪不
饶人， 一些下叉、 蹦跳、 挥刀等
动作 ， 专业演员做起来都很吃
力， 专业导演准备降低难度。 老
大妈们硬是不答应。 一遍又一遍
的苦练 ， 汗水湿透了衣裤 。 下
腰 、 压腿 、 一字马 ， 苦练基本
功， 连专业导演都伸出大拇指称
赞。

你瞧， 这是彩排照， 大妈们
是不是光彩照人、 青春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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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故事

□孙世华 文//图

■家庭相册

□唐文胜 文/图

2015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 也是
中国首个法定的 “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胜利纪念日”。

45年前， 笔者就知道单位有
位工会主席名叫葛俊岭， 他与其他
几个老红军、 老抗联、 三五九旅
等转业军官组成了我们牡丹江拖
拉机制造厂领导班子。 当年， 他
经常穿着烟色军呢 、 挎把小手
枪从家属区经过。 文革期间， 由
于受到批斗， 还专门跑到北京找
王震将军， 并得到接见和批条，
此后再未受到冲击。

葛俊岭老人1921年9月出生于
山东省菏泽县 （市）， 今年94周岁。
在他家里， 老人向我讲述了那段令
人难忘的抗战历史。 1938年， 当
时只有17岁的葛俊岭担任儿童团
团长， 领着小八路们抓坏人。 随
后参加了八路军肖华支队， 后来
转入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 抗战
期间， 他当过侦察员、 骑兵， 先
后被任职班长、 排长、 连长、 营长、
旅 （团） 长， 立过特等功、 一等功、
二等功各一次。 他先后参加过著名
的淮海战役、 解放上海、 南方剿
匪， 转战大半个中国， 解放后转

业来到牡丹江。
老人讲， 那时八路军装备很

差， 但斗志旺盛， 英勇善战， 打
得敌人不得不承认 八 路军的勇
猛顽 强 。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根
本不知道， 他们打仗， 班长有十
几发子弹， 战士才有 几颗子弹，
大多数人都靠大刀长矛砍杀日本鬼
子。

为了更有力地打击鬼子， 八
路军经常在夜晚摸进村子， 趁黑
砍杀鬼子， 常常打得鬼子蒙头转
向， 措手不及。 敌人为了防止八路
军进村， 就把村民集中看管起来，
不让村民出村， 让八路军没吃没穿
得不到情报 。 尽管如此 ， 八路
军夏天睡山洞住山林， 冬天忍饥
挨饿， 可是 他们照样 打 鬼 子 。
敌 人 被 八 路 军 打 怕 了 ， 就 愚
蠢地一到夜晚就把枪支弹药捆
成一捆 ， 防止八路军杀进来扛
走。 可是， 他们照样一边砍鬼子
的头， 一边夺走鬼子的枪支弹药
武装自己， 打得鬼子魂飞魄散。

新中国建立后， 我们国家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看到今天
的美好， 葛俊岭老人说， 那段可
歌可泣的历史永远不能忘……

人老了就爱回忆往事。 38年
的职场生涯最让我刻骨铭心的还
是在工会那19年的工作经历。 在
上世纪九十年代， 我作为一名工
会宣传干事 ， 除了撰写工作总
结、 宣传稿件、 年节假日 “访贫
问苦” 等工作， 再就是协助去世
的丧属处理善后工作。

何为善后， 即逝者的后事处
理工作 。 逝者大多为退休老职
工， 极少有在职职工， 也赶上过
处理协和医院那起较大的工伤事
故。 我粗略的估算过， 我所参与
过的 “善后” 总计应该在二百人
左右。 为此， 曾有人戏称工会工
作是 “治丧委员会”， 这话不无
道理。 九十年代王府井是京城最
繁华的购物中心， 那里我一年也
去不了几趟， 可北京各区县的殡
仪馆不敢说是踏破门槛， 也可以
说是熟门熟路。 与其说把我们的
工作叫做 “治丧委员会”， 其实
那也只是个 “治丧小组” 而已。
主要成员当时有工会副主席刘桂
华， 工会出纳李立军和我这个工
会小干事。 那一届的工会主席李
宗泽有时间也经常带队参与 “送
战友” 的治丧工作。

“治丧委员会 ” 在接到丧属
电话通知后， 视不同情况通报有
关领导， 普通退休职工就由我们
三人代表企业前往家中看望、 慰
问家属子女， 并发放安抚金； 在
告别仪式中吊唁逝者， 根据规定
送若干个花圈。 如曾经在企业某
个部门担任一官半职者， 企业安

排公司领导或逝者原工作部门领
导以及生前好友前往殡仪馆吊
唁， 并参加告别仪式。

上世纪九十年代， 殡仪馆尚
没有代写挽联的业务， 这项工作
自然就成为我习练书法的一项重
要工作。 我必须提前一天根据丧
属提供的人员名录、 辈分关系、
直系称呼， 用软笔一一抄录在宣
纸上 ， 最多的时候曾为逝者的
“七大姑八大姨” 书写过四十多
副挽联， 然后左右联排序好———
搭在工会办公室的椅子背上、 桌
子上晾干， 那场面———白茫茫一
片甚是悲凉。 或许我这个号称企
业半个 “书法家” 就是以这种方
式练就的吧。

2004年， 工会的两位老大姐
和工会主席陆续退休了。 随着工

会进行新一届的改选 ， “老工
会” 就只剩下我一人。 虽然补充
了两位女同事和新任命了工会主
席， 看得出他们对 “送战友” 工
作非常怵头， 也很是膈应， 不是
嚷嚷吓得 “睡不着觉”、 “做噩
梦 ”， 要不就是找个理由躲闪 、
回避 。 我也时不时替 “工会新
人 ” 们遮掩一下 ， 当丧属询问
“主席咋没来”？ ———“领导开会”
成为最好的 “挡箭牌”。

多年的治丧工作让我认为 ，
人生就是一本书， 当一位曾在企
业工作过的老者故去， 并非这一
章节从企业这本书中撕去， 而是
被镌刻成一种永恒的语言， 那就
是用战友的真诚向远去的历史致
敬， 向曾经在企业工作过的老前
辈、 老战友敬礼。

这张照片中的小孩是我的宝
贝 ， 他叫唐湘 ， 外号 “湘湘 ”，
属猪， 好吃爱玩好动， 是爸爸妈
妈 “千里姻缘一线牵” 的幸福结
晶 ， 是爷爷奶奶快乐的 “开心
果 ”。 他是2007年3月15日出生
的， 是传说中60年一遇的 “金猪
宝宝”。 他的出生颇费周折， 不
过他聪明活泼， 人见人爱， 半岁
时就会 “妈妈爸爸” 地乱叫了，
是爸爸妈妈未来的希望， 心中的
太阳。

别人说 “有妈的孩子像个
宝， 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可是
他却经常不在爸妈身边， 是跟着
爷爷奶奶长大的， 爷爷奶奶会轮
流牵着他的小手满屋子 “溜达”，
会带着他去外面 “看风景”， 会
哄着他睡觉……就这样， 在爷爷
奶奶的陪伴下， “湘湘” 快乐地
成长着。

那是一段
难以忘却的历史

“送战友”让我感悟人生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可爱的
“金猪宝宝”

年轻时的葛俊岭 现在的葛俊岭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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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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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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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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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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