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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知己，
好兄弟！

同事是人际关系中的一种既
定的安排， 是一种带偶然性的群
体。 人们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
不管你高兴不高兴， 便要长期地
呆在一起， 少则三年五年， 多则
十年八年半辈子。 碰到好同事是
你的福分， 碰到差劲的同事就算
你倒霉。

本人已年届花甲， “年华冉
冉催人老 ， 风物萧萧又一秋 ”。
人生中最为壮丽、 能为社会创造
财富的一段辉煌，已然划上句号。
在这坎坷的一生中， 曾经遇到过
不少同事， 尝尽了酸甜苦辣。 但
有一个同事， 却让我永生难忘。

1984年 ， 我 “官运亨通 ” ，
当上了热处理车间的主任。 在那
里 ， 我遇到了一个难得的好同
事， 他就是我的副手， 车间副主
任老李。 论学历， 我是专科， 他
是本科； 论业务， 他是内行， 我
是外行； 论资历， 他是老中干，
我是才上任的新手。 但他尊重我
的工作， 尊重我的人格， 始终自
觉地把自己摆在下级的位置上。
他在事业上是我的老师， 在生活
上是我的知己。 每当我在工作中
遇到难题时， 他都会主动地替我
出谋划策； 当我生活中遇到难处
而心境不好时， 他也会主动地替
我出主意想办法 ， 替我分忧解
愁； 当我遇到喜事时， 第一个来
祝贺的也是他 ； 当我身处逆境
时， 第一个送来真诚和安慰的还

是他……有两件事， 特别让我刻
骨铭心， 永不忘怀。

那是1985年夏天， 天气十分
闷热， 我和老李正在车间指挥工
人们搞一项 “渗碳后直接淬火”
新工艺。 不想突然停了电， 一满
筐900多℃度高温的零件 ,一半浸
在油里 ,一半露在油面上 ， 燃着
的油液溅在我的身上， 我很快便
变成了一个火人， 在场的职工都
吓得手足无措。 只见老李从人群
中奋不顾身地冲到我的跟前， 拦
腰抱住我就往地下滚， 很快便扑
灭了我身上的火苗。 然后， 他镇
定地指挥工人救灭了油槽的大火
……事后， 当我泪流满面地握住
他那满是伤痕的双手， 向他致谢
时， 他说： “同事是一种缘分，
同事就意味着荣辱与共， 甘苦相
依。 你遇难， 我岂能不拼死相救
呢？ 更何况我是你的副手呢！”

有一段时间， 因为我得罪了
某顶头上司， 他一气之下， 想炒
我的鱿鱼， 还许诺， 我下台后，
让老李 “摆正”， 但老李毅然拒
绝了。 他说： “老郑没有错， 这
个车间离不开他。 老郑干， 我也
干。 老郑下台， 我也下台！” 由
于老李的坚持， 终于改变了这位
领导的想法……

鲁迅先生说得好： “人生得
一知己足矣 ， 斯世当以同怀视
之。” 老李， 我的同事， 我的知
己， 我的好兄弟！

1950年， 全国解放， 百业待
兴。 党和国家领导人满怀 “从中
国的土地上飞出去” 的梦想， 开
始筹划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发展。

首都机场的建设最早于1950
年提出， 当时选址在东郊的孙河
地区， 之后因为抗美援朝战争打
响， 工程也被暂时搁置。1954年，
在苏联专家的协助下， 经过反复
勘察和测量， 民航局选定原顺义
县天竺村以北、 二十里铺以东地
区为首都机场场址，即现用场址。

1955年6月10日 ， 首都机场
建设项目正式开工。 经过两年多

的建设， 首都机场于1957年12月
竣工通过国家验收。 1958年3月2
日， 新中国成立以来兴建的第一
个大型民用机场———首都机场正
式投入启用。

建成后的首都机场航站楼建
筑面积有10138平方米，即使在高
峰时， 每小时也只可以接待旅客
230人，主要为中央和地方官员往
来出访和邮递提供服务。 当时机
场的服务也不先进， 甚至登机都
没有廊桥，旅客需要走出候机楼，
穿过机坪，登上楼梯进入机舱。

首都机场建成之时， 正值中

国经济建设的高潮时期。 首都机
场为加强首都北京与各地政治、
经济、 文化联系， 增进国内各民
族的团结做出了巨大贡献。 党和
国家领导人经常通过首都机场出
访外国或在机场迎接外宾的来
访， 首都机场自建成之日就成为
了我国进行重大国事和外交活动
的主要场所之一。

看着这组泛黄的老照片， 再
看看如今飞速发展的首都机场。
可以说， 首都机场是中国民航事
业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一个重要
见证。

最近， 爷爷从相册里翻出这
张旧照片， 轻抚、 喟叹……1959
年， 爷爷高中毕业于淮阴中学。
为了纪念， 他和几个要好的同学
拍照留念， 当时被美誉为 “淮安
七君子 ”。 爷爷参加高考那年 ，
班里大多数同学都如愿考上了大
学， 而一些尖子生却落了榜， 包
括爷爷口中的 “淮安七君子 ”，
这对爷爷来说颇为费解。 后来才
知道， 当时高校招生时先看政审
结论， 再看考试分数， 而 “淮安
七君子” 因都是地主成份， 档案
被冠以 “该生不宜录取” 而失去
上大学的机会。

爷爷骄傲地说， 他和他的同
学并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 而是
坚强地面对现实， 虚心接受人生
的考验。 或许爷爷并不是没有遗

憾， 而是将人生的遗憾化作前进
的动力。 用爷爷的话说， 没有这
样的遗憾 ， 他怎么能遇上我奶
奶， 怎会有现在的人生。 而当年
的 “淮安七君子”， 并不因为地
主成份而影响各自的人生， 他们
都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不一样的
人生经历。 有的成为了光荣的人

民教师， 桃李满天下； 有的成为
撰书立说的作家， 执笔写人生；
有的成为工程师， 甘做默默无闻
的奠基石； 他们在历经人生的洗
礼之后相继光荣入党。

爷爷的欣慰溢于言表， 那种
发自内心的快乐， 是物质给予不
了的……

上世纪50年代的首都机场

爷爷的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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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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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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