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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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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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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会岁月

□王桂芳 口述 陈玉霞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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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的父亲
坚强的母亲

听母亲讲 ， 青年时代的父
亲， 受在陕西国民党部队任团长
的赵永乐 (我的姑夫 ) 的影响 ，
投笔从戎， 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偷
渡黄河， 为我党运送枪支弹药和
情报， 并成为我党安插在国民党
里的一名出色的情报员。

到1948年， 党中央西北局和
中原局， 正在积极筹备歼灭胡宗
南兵团的大战役。 为此， 中原军
区奉中央之命收集陕西情报， 决
定在西安建立交通站。 当时， 豫
西军区情报科的刘志德科长， 在
洛阳孟津县王庄村秘密召见父
亲， 委派父亲到西安为我党收集
情报。

当父亲刚潜入西安雷江会鞋
铺时 ， 就发现有国民党特务跟
踪， 便立即从后门潜回宝鸡， 又
秘密地与1946年秋就加入西安地
下党外围组织 “三民主义同志联
合会” 的金宗歧 (此人是国民党
驻宝鸡的营长) 取得联系。 在他
的配合下， 很快在华阴县开设了
卷烟商铺 ， 为我党组建了情报
站， 在短短的时间内， 通过在国
军中的内线， 为我党提供了很有
价值的情报。 当父亲又一次回洛
阳送情报时， 不幸被国民党特务
逮捕， 特务用金钱地位利诱父亲
交待出所有情报人员的名单， 可
父亲守口如瓶。 恼羞成怒的特务
开始动用酷刑， 面对酷刑， 父亲
拍案而起： “我就是共产党员王
汝洲 ， 随你们处置吧 ！ 我就不
说。”

1948年5月初， 国民党特务
机关在汉中杀害了父亲 。 临刑
时， 父亲高呼： “我叫王汝洲，

共产党员， 是河南洛阳孟津县华
庄村人， 如有过路君子， 就请为
我家人带个口信吧！ 汝洲我就在
这里谢了……” 当时正巧有邻村
的村民蔡龙潭在场， 他把这一噩
耗带给了母亲蔡秀娥。

当母亲知道这个噩耗时， 一
直瞒着爷爷奶奶和我， 怕我们受
不了， 她一个人扛着。 有一次我
问母亲： “娘， 你咋一个人在这
里哭呢？” 母亲对我说： “是小
虫子迷了娘的眼了。” 每次爷爷
奶奶问起我爹咋还不回来时， 母
亲一笑， 说： “他让人刚给捎话
回来， 说他很好， 让你们二老放
心。 等忙完了他的事后， 他就要
回来看你们二老了。” 有几次我
听到奶奶心疼地问爷爷： “你发
现了吗， 你看咱家媳妇儿咋一下
子 就 变 老 了 呢 ？ ” 爷 爷 也 说 ：
“就是， 我也发现了。”

直到解放后， 政府给我家门
上悬挂 “光荣烈属” 的牌子后，
爷爷奶奶才知道他们的儿子早不
在了， 我才知道原来我的父亲早
牺牲了。 当时洛阳军分区领导、
县民政局领导和村领导多次看望
母亲， 他们在临走时都再三叮嘱
母亲： “家里有什么困难， 就随
时来找我们， 可千万不要总是自
己硬扛着呀……” 可坚强的母亲
再苦再难也不给政府添麻烦， 她
总是想方设法， 咬紧牙关自己克
服 。 自己养鸡舍不得吃一个鸡
蛋， 用鸡蛋换盐换油吃。 自己种
棉花， 织布卖布养家糊口。

母亲从27岁开始守寡， 硬是
直到把爷爷奶奶养老送终， 把我
这个独生女儿养大成人。

礼拜六下午， 办事回来看到
姑姑的女儿晗晗站在店内， 于是
没有着急进店而是直接去了女儿
的幼儿园。

晗晗今年9岁， 小学三年级，
有双休。 女儿所在的幼儿园礼拜
六照常开放，因为年龄相仿，又因
为周围同龄的太少， 所以姑姑会
选择双休日的时间送晗晗过来和
女儿玩，以免形成孤单的性子。

女儿回来后开心地与晗晗一

起玩耍。 考虑到要准备晚饭， 我
便骑车去了附近的超市选购一些
菜品， 在超市看到现场做的南瓜
饼。 这可是只有冬天才会做的点
心， 去年吃过味道极好， 于是便
毫不犹豫地称了点， 给孩子解解
馋。

等我回到店里时姑姑已经来
接晗晗了， 我放下袋子拿出还热
乎的南瓜饼分给大伙儿， 女儿从
柜台里边走了出来 。 “妈妈 ，
给。” 我一看， 是半片口香糖。

“铮铮 （女儿的名） 对你还
真不错， 说妈妈没有了就特意留
了一半呢。” 姑姑笑着说。 原来
他们拆了一条口香糖， 姑姑、 晗
晗、 老公、 儿子和女儿一人一片
就全部瓜分了。 女儿看没有我的
那份了， 就自己只吃一半， 把剩
下的一半包了起来， 准备我回来

时给我吃。
弯下腰身， 张开嘴巴接过女

儿已经剥开并递过来的半片口香
糖， 心里有一股暖流缓缓而过。
“铮铮真好， 谢谢哈。”

女儿今年6周岁， 说起来也
是不懂事的年龄， 但是她给我的
感动和温暖却不只是一点点。 有
时候老公会责备我偶尔的懒散，
女儿就挺身而出。 “你不能这样
说妈妈 ， 妈妈也需要休息的 。”
看见我在给她织衣服， 她就在一
旁说：“等我长大了也给妈妈织。 ”
看到我给她买好吃的，她就说以
后也买好吃的给我。 虽然现在的
她还不明白说这些的含义， 但是
在她的心里已经有了 “因为妈妈
对我好所以我也要对妈妈好” 的
意识， 我很欣慰， 女儿长大后定
会是个懂得感恩的人。

有诗曰： 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工夫。 所云情状， 人
世间， 生活里， 确实不虚。 我就
不敢相信丢失20多年的两本杂志
（《运城工运》 《职工文艺》）， 竟
然还能失而复得， 完整地重现面
前、 回归手中。

睹物思事， 睹物忆旧。 我的
思绪一下穿越到20多年前与工会
领导及同志发生交集的那些事
儿， 仿佛就在眼前。

那年我从事业单位 “跳槽”
到某厂当了厂办主任， 算是 “脱
产干部”。 调到工厂， 有了与县
总工会交集的机遇， 方知这里还
有个阅览室。 素来喜欢读书看报
的我得空便泡在这里， 在知识的
海洋里驰骋， 吮吸着精神世界里
的琼浆玉液。 女管理员看见我如
饥似渴的状态， 渐渐由好感、 信
赖到支持， 给我大开方便之门，
破例借阅跨月的报纸和杂志。 阅
览室撤销后 ， 工会黄主席说 ：
“我这儿有 《人民日报》、 《工人
日报》， 你喜欢就来我这儿看。”
黄主席的关心、 慷慨， 让我很感
激。 但我不能老往他那儿跑， 有
时也去冯干事或姚主任处， 他们

都很热心支持我。 在冯干事办公
室发现地区工会编辑出版的 《运
城工运》、 《职工文艺》 两个内
部刊物， 我非常惊喜。 他送给我
两本， 通读后让我很受启发。 工
厂的事情毕竟多而杂， 我在完成
本职工作后， 利用晚上的时间给
这些刊物写些新闻通讯或短小
说。

1987年10月， 我调到商业局
工作后， 因这两个刊物分别编发
了我采写的通讯 《春风吹得来客
醉》 和小说 《并非吝啬》， 以致
《运城职工报》 创刊后， 我作为
通讯员参加了通讯工作会议， 得
以结识了赏识我文笔的运城地区
工会办事处副主任兼报纸主编张
增东。 我在 《运城职工报》 头版

头条发表了永济商业系统体制改
革的新闻， 张主编在讲话中表扬
我 “积极捕捉新闻， 反馈信息及
时”， 鼓励我要再接再厉。 在张
主编的鼓励下， 更激发了我的写
作热情， 陆续发表了 《与时间赛
跑的人》 《商海弄潮儿》 《堪称
里程碑的第一步》 等人物通讯和
特写。 后来， 这些文章还被出版
社辑录结集成书。

忆往昔， 心潮澎湃， 不禁感
慨： 我这些年文化知识的积淀、
写作水准的逐步提升， 与两级工
会领导和同志的帮助、 支持有很
大关系。 世事更迭， 韶光流逝，
也许， 他们早已淡忘了这些他们
眼里的小事， 可我却难以忘怀，
永远感谢他们！

这是60岁时的母亲。 这是山西绛县民政局给母
亲补发的烈属证。

我与工会人那些事儿

半片口香糖

记得那还是在大一寒假的第
一天， 当时， 我正坐在奔驰的火
车上， 望着窗外无边的白雪， 归
心似箭。

我得意地想着， 今天父亲会
破例一次， 亲自来车站接我的。
可是直到我兴冲冲地走出了车站
时， 也不见父亲的影子。 当我正
原地不动， 扫兴地纠结时， 忽然
发现不远处有一个一身戎装， 永
远都是雄赳赳、 气昂昂的影子向

我跑来， 我惊喜地看到， 是父亲
来了， 便喜出望外地边跑边叫：
“爸爸， 我在这儿呢！”

当我们父女俩跑到一起时，
父亲二话没说， 先解开了军大衣
心口中间的那个纽扣 ， 从里边
掏出两个还冒着热气的、 香喷
喷的烤红薯， 对我说： “这可是
你最爱吃的， 快趁热解解馋吧！
爸下公交时， 正好碰上个卖烤红
薯的， 等了一会儿， 要了两个刚
出炉的， 结果晚到了几分钟， 对
不起啦！”

我受宠若惊。 这个从小对我
的 训 练 和 要 求 ， 像 首 长 对 战

士 一 样严酷威严的父亲 ， 竟然
会如此细腻而又温柔的、 连我小
时候最爱吃的东西都记得一清二
楚 ， 我不禁潸然泪下 。

父亲见我还激动地愣在那
里， 就笑着催我： “不就是两个
烤红薯嘛 ， 快吃吧 ， 看把你美
的。” 听了后， 我再也抑制不住
心中的激动， 第一次和父亲拥抱
得那么紧， 而且还是在火车站的
广场上。 我感觉到， 父亲的眼里
也亮晶晶的。

从此， 父亲送给我的这两个
烤红薯， 就一直暖暖的、 香香的
甜在了我这个女儿的心中。

□牛雅文 文/图

难忘父亲的烤红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