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序彦 文／图

在家中一次整理旧物件时，
忽然从一个信封中， 我发现了一
张 “一九五八年国家经济建设公
债” 债券。

这张债券长14厘米 ， 宽8.5
厘米， 套色水印， 券面正面的主
图是两位地质勘探队员的形象。
男的一手拿着一个小旗， 他的前
面 是 一 架 水 平 测 量 仪 ； 旁 边
的 女 同志斜挎一个大挎包 ， 手
中拿着一个硬皮夹子， 右手正在
往夹中的纸上做着记录。 他们的
身后是辽阔的大草原， 草原上散
布着许多小帐篷， 帐篷中矗立着
一台大吊车 ， 一片轰轰烈烈的
建 设 场 景 。 公债正面的正上方
是一个国徽， 国徽下面端正地印
着 “一九五八年国家经济建设公
债” 几个字， 左右两侧印着 “伍
圆” 的图标。 公债券的背面印着
红色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
部” 的大印， 面上印着 “一九五
八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 共
十条。

看到这张债券 ， 我感慨万
端。 回想起1958年， 我还是一名
军校二年级的学员 。 每天早饭
时， 食堂中的大喇叭都要转播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一
天， 从转播的新闻中， 我听到了
一条消息： 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
设速度， 完成计划中的多项大型

工程项目 ， 国家需要大量的资
金， 为了集聚民间的资金决定发
售 “国家经济建设公债”， 希望
人民群众踊跃购买， 以实际行动
支援国家的经济建设。

在食堂中， 我们学员就热火
朝天地议论起来， 表示要积极参
加购买这种债券。 从1956年， 我
在军校学习起 ， 我的吃 、 穿 、
住， 学习用具全都是由国家供给
的 。 现在国家大搞经济建设 ，
需 要资金 ， 我一定要响应国家
的号召， 积极购买公债， 支援国
家建设。 但当时我每个月， 只有
陆元的津贴费， 所以我决定拿出
其中的伍元购买债券。 有的同学
家在农村， 生活比较困难， 每个
月 都 按 时 把 津 贴 费 寄 给 家 中
用于补贴生活，这时他们也表示
要给家里写信， 为了支援国家的
经济建设，舍小家顾大家，这个月
的津贴费就用于购买债券， 暂不
给家里寄钱了。 这些当年的感人
场面， 我至今记忆犹新， 难以忘
怀。

一转眼， 50多年过去了， 我
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一个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国家 ，
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实
体。 我把这张债券精心地保存起
来， 因为它见证了共和国成长进
程中的一段历史。

打开相册， 竟然翻到一张在
上海外滩合影的旧照片。 两位妈
妈笑面如花， 而我和花花的表情
似乎相当不情愿。 看着儿时的我
戴了个儿童墨镜， 吊儿郎当的一
副假小子做派， 不禁哑然失笑。
而边上站着的花花却多了几分腼
腆和羞涩。

失神良久， 只依稀记得花花
和我是小学同学， 她家有一艘跑
运输的大船。 因为我们两个孩子
要好的缘故， 两家来往也颇为密
切。 只要她家出船的日子， 花花
便和我同吃同住。 我和花花偶有
争吵， 但相处却亲如姐妹。 小时
候上学， 对校规校纪并不放在心
上， 想旷课就旷课。 最多再去上
课时， 罚一堂课站着， 旷课的事
也就过去了。 妈妈身体多病， 那
天和花妈妈说起， 花妈妈说出船
到上海， 不如一起到上海看看医
生， 顺便带俩孩子见见世面。 一
向勤俭持家的妈妈欣然同意， 我
和花花乐得手舞足蹈 。 到了上
海， 花妈妈带我妈妈去看医生，
而懵懂的我终究是孩子心性， 只
知道吃喝玩乐， 哪里知道与病魔
做抗争的妈妈， 心里有说不出的
苦衷。 我为了买一个洋娃娃和妈
妈怄气， 半天不开口说话， 于是

有了这张耷拉着个脸表情的照
片。 小学毕业后， 花花家的船去
了另一个城市， 而我和花花就这
样失去了联系。

陌上的花， 落了又开， 开了

又落， 岁月就这样在悄无声息的
时光里静静流逝。 我终于明白，
人生不过是一场萍聚 。 从古至
今， 我们在不同的故事里， 演绎
着相同的主题。

■青春岁月

■家庭相册

□贺路启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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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劳模乐事多
今年92岁的邹祉田， 是金隅

集团建机公司离休干部 。 1952
年， 邹祉田被评为北京市劳模。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 北京市的第
一批劳动模范。

邹祉田老人现在身体很好 ，
也很健谈， 说起当年 “激情燃烧
的岁月”， “话匣子” 就打开了。
作为专业工程技术人员， 邹祉田
当年深入生产一线 ， 搞课题研
究、 组织开展攻关活动， 曾取得
过显著的成果。

邹祉田与老伴儿结婚 64年

了。 这对钻石婚老人聊起如今的
幸福生活， 有说不完的故事。

老爷子说， 他坚持每天去锻
炼 ， 到北海公园散步 ， 能走很
远。 前几年， 他还能骑着自行车
逛街呢！ 近年来， 他年龄大了，
家人不放心， 这才不骑车了。 但
现在他仍能用凉水洗澡， 喝凉水
也没问题。

老两口快乐生活 ， 吃喝不
挑， 随意自然。 谈起金婚时拍摄
的纪念照， 老人脸上洋溢着幸福
和自豪。 他说外地还有个哥哥，

身体也很棒， 兄弟两人相约： 等
都到了100岁就好好聚聚， 还要
留下照片呢。

邹祉田的老伴高兴地说， 她
和老邹已经结婚64年了， 晚年生
活 中 得 到 了 建 机 党 组 织 和 金
隅 各 级领导的关注 、 关心和爱
护， 对金隅工会主动帮助劳模
安装的 “一键通” 电话以及金隅
领导的关心、 关怀表示衷心的感
谢。

瞧， 老两口拿着金婚时的纪
念照， 讲起了一连串的乐事……

□丁金香 文/图

□辛述光 文/图

干了一辈子宣传工作， 单位
的内部小报又是由我主编， 所以
到工地采访是我工作的主项之
一。 上班期间， 每周我都要到公
司的几个主要施工工地转悠转
悠， 一是索取报道资料， 包括工
程进度、 质量管理、 安全情况及
劳模 、 先进人物近况 ， 通过消
息、 通讯、 人物采访等形式的采
写， 从工地回来之后迅速写出报
道， 报给相关媒体； 二是拍摄工
地火热的生产场面和劳动模范带

领大伙日夜奋战的照片， 发表于
企业内部小报上。

这是我背着照相机在立交桥
施工工地的脚手架旁， 正与青年
突击队的小伙子交谈， 请他谈谈
突击队重思想素质提高、 重向老
工人师傅学品质 、 学技术的情
况。

再见，
旧时光

我到工地采访

■图片故事

一张珍贵的
国家经济建设公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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