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 笔者与一帮老知青20
余人一同到京郊平谷玻璃台新村
农家乐小住三日， 此行耳闻目睹
感慨万分。 昔日贫穷的山区平谷
镇罗营玻璃台， 如今公路平坦畅
通， 家家住上二层小别墅， 出门
开着小轿车， 接送旅游客人的大

巴车穿梭往来， 农家乐旅游接待
生意红红火火。 村外旅游景观更
是别有洞天， 四周群山环抱， 满
目青翠， 脚下溪水潺潺， 环境静
谧清幽， 空气清新润肺， 真可谓
天然氧吧。 据村民介绍， 玻璃台
新村近年被评为北京最美乡村之

一。
这让笔者想起了20年前， 北

京天桥街道曾与平谷镇罗营镇中
心小学开展城乡手拉手共建活
动， 这张照片就是1992年笔者在
镇罗营镇杨家台小学拍摄的。 那
几年， 天桥街道每年都给镇罗营
镇中心小学以及分校的学生送去
课桌椅、 乒乓球案子、 篮球、 羽
毛球拍等文体用品； 还筹集扶贫
资金捐助困难学生上学读书。 那
时， 看着山里的孩子们在坑洼不
平的操场上跳绳、 打篮球， 心里
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 大约是
1995年暑假， 天桥街道还接待了
镇罗营镇中心小学30多名学生到
城里参加夏令营， 参观了故宫博
物院和育才学校校园。

如今， 平谷镇罗营镇玻璃台
村成为远近闻名的民俗旅游景
点， 乡亲们靠发展旅游走上了致
富路， 探索出一条新农村建设的
成功之路。

■图片故事

□史占清 文/图

山村农家靠旅游走上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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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稿启事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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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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林 文/图

我从小就向往橄榄绿， 1999
年参加高考第一志愿填写军校，
但因分数差了几分与军校失之交

臂。 我退而求其次报考了一所公
安大专院校， 终于如愿以偿。 大
学三年 ， 我刻苦用功 ， 勤奋训
练 ， 希望练得一身真本领 ， 报
效社会， 为家争光。 时间过得很
快， 转眼， 我就毕业离校了。

那时， 国家已不包分配， 我
必须参加招警考试， 一路过五关
斩六将笑到了最后。 我被分配到
家乡一个偏远的派出所， 当初的
热情很快被繁琐、 沉重的工作替
代。 我与父母商量后， 决定砸掉
这个饭碗， 重新开始。 这在当时

需要很大的勇气， 我受到非议，
但坚定听从内心的召唤， 也感谢
父母的理解和支持， 我告别了家
乡， 重返省城， 寻找梦想。

就业市场僧多粥少， 我只好
从保安做起， 一直打磨了自己两
年时光， 弄清了自己将来要走的
路和人生方向， 跳槽到了一个教
育集团， 两年后为爱南漂， 在不
同公司有多个岗位历练， 有收获
也有失去， 但毕竟成熟了， 也不
后悔当初的选择。 警察梦渐行渐
远，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青春岁月

渐行渐远的警察梦

■家庭相册

或许在你现在和曾经的工会工作中， 有无数个细节
如同过眼云烟飘过， 但总会有一些小故事伴随着某些物
件、 某些人和某种符号留了下来， 比如一次活动、 一个
日子、 一张照片……

■工会岁月

□刘建国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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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拍摄于十几年前的
一个秋天， 当时我作为公交运六
分公司党委工作部的专职宣传干
事， 有幸参加了由 《劳动午报》
举办的特约通讯员培训班。

记得我第一次与 《劳动午
报》 的前身 《北京工人报》 打交
道还是在1993年的年初， 那时作
为车队团支部书记的我刚刚当上
原北京公汽五场宣传部的兼职通
讯报道员。 一天， 车队党支部书
记找到我说： “建国， 今后咱们
车队的通讯报道工作可就交给你
了， 这几张报纸你先好好看看，
然后学着写写……” 说着， 就递
给我一摞报纸， 而这其中就包括
有 《北京工人报》。

当时 ， 拿着这些薄薄的报
纸， 我却觉得它们重似千斤。 说
实话， 上学的时候， 我的写作水
平在全班四十多号学生中， 顶多
也只能算是中等水平， 现在却要
我向报社投稿， 这不是赶鸭子上
架嘛。 不过转念又一想， 谁也不
是一生来就会写文章的， 不会，
咱可以学嘛！ 于是我便认真地翻
看起手中的这些报纸， 一遍一遍
地看、 一遍一遍地学， 同时还虚
心向场宣传部的几位老师和老通
讯员请教。 终于， 功夫不负有心
人， 在场宣传干事和 《北京工人
报》 编辑老师的精心辅导和帮助
下， 经过数次精心的修改， 我的
处女作新闻稿 《公交职工无私助
人风格高》 终于刊登在了 《北京
工人报》 上。 虽然它只有豆腐块

大小， 但我却拿着这张依旧散发
着阵阵墨香的报纸久久不肯放下
……从此之后， 我便与 《北京工
人报 》 结下了20多年的不解之
缘。 20多年来， 在报社众多编辑
老师的耐心帮助与指点下， 我先
后在 《北京工人报》 及改版更名
后的 《劳动午报》 上发表各种稿
件和照片达百余篇幅。

而令我受益匪浅的是， 在此
基础上， 20多年来， 我还在包括
《人民日报 》、 《中国青年报 》、
《中国老年报 》、 《北京日报 》、
北京电视台、 北京广播电台等30
多家新闻媒体上发表诗歌 、 散
文、 照片及新闻通讯稿件1000多
篇幅。 其中诗歌 《月中人》 还被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当
代新人新作鉴赏》 一书所收录。
并且先后被 《女友》 杂志、 北方
文研所创作中心、 《北京日报》、
《京华时报 》 、 《劳 动 午 报 》 、
《西北信息时报》 等多家新闻和
文学机构聘为特约通讯员或特约
作者， 这使得我对文学创作的兴
趣愈加的浓厚， 也使得我更加对
自己充满了自信。

虽然年过四旬的我至今已经
变换了多种工作， 但是却始终没
有放下手中的笔。 我深信， 凭着
我对文学创作的热爱， 以及在各
新闻媒体和文学机构编辑老师的
耐心辅导与大力帮助下， 在文学
创作的道路上， 我一定会越走越
通畅， 并且也一定能够取得更加
优异的成绩。

高中毕业后， 我考入了一所
专科学校。 对于父亲来说， 再没
有比儿子考上大学更能让他高兴
的事儿啦。 我是村里的第一个大
学生， 这着实让父亲高兴了好一
阵子。

父亲提前几天就将我的行李
装好，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也是
第一次离开父母。 我家距离车站
有几十里的路程， 父亲替我背着
包，他一句话都不说，可是脸上却
写满了笑容。我知道，此刻沉默是
父亲表达喜悦的最好方式。

八十里的路程， 我和父亲用
了小半天的时间。 到达火车站，
父亲的后背已经湿透了。 父亲用

袖子抹了抹脸上的汗， 气喘吁吁
地对我说：“孩子， 我只能送到这
里啦！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父亲
多余的话没有， 就是这几句却早
已牵出了我心中的潮水， 顿时我
的眼眶噙满了泪水。 望着苍老的
父亲， 我知道此刻他的心里比我
更难受。 踏上火车的那一刻， 我
看到父亲一直在向我挥手， 我知
道自己真的离开了这片土地。

父亲消失在了我的视线中 ，
然而， 父亲挥手的那个动作却定
格在了我的心中， 那是一种不需
要任何言语去解释的期待， 更是
一种淡退了浮华的美丽。 大学的
日子里， 难免会想家， 于是父亲
的那个挥手的动作就成了我思乡
的最好情结。

过年的时候， 我提前给家里
写了信， 是想告诉家人我哪一天
到家， 免得他们挂念。 我能够想
象出来， 父亲收到信的那一刻，
一定激动得半宿睡不着觉。

几个小时的颠簸， 却敌不过
对家的想念， 那一刻， 我的心中
早已被幸福所萦绕。 列车徐徐地

驶进了车站， 我第一个冲下了火
车。 随着人流我挤出了站台， 刚
踏过出口 ， 突然有人拍了我一
下。 我感到很吃惊， 只见那人个
子不高， 还戴着皮帽子， 大雪已
经将他的衣服变成了白色， 他的
嘴上却喘着沉重的粗气。 我仔细
一看 ， 顿时一股暖流从心底涌
起， 原来他是我的父亲。

这时， 旁边的一个人说， 你
父亲昨天晚上就到了车站， 他在
车站里等了一宿。 那一刻， 我真
正懂得了什么叫伟大。 不需要任
何言语的诉说， 八十里的山路和
一宿的等待就足以胜过千言万
语。 我一把将父亲抱住， 任凭眼
泪噼哩啪啦地流淌。

那一刻， 我真想冲着所有的
人大喊一声： “我有一位农民父
亲， 我的父亲很伟大！ 我是世上
最幸福的人！” 可是， 父亲看着
我却摇了摇头， 我知道父亲是在
告诉我不能这样。

雪花依然无情地飘洒着， 可
是我却已经被幸福的潮水所淹没
……

□闫涛 文/图

流淌在八十里山路上的父爱
我的创作生涯
从《北京工人报》起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