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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

■“七一”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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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梁 文/图

三代党员一样情
我刚参加工作那年就入党

了， 当时觉得荣耀极了。 那时打
电话还不方便， 我就写了一封激
情澎湃的信给父亲。 直到现在，
父亲还保留着那封信， 写得像演
讲词一样豪迈， 充满激情。

比我的信还有激情的， 是父
亲的回信。 父亲在信中说： “咱
家光荣啊！ 三代都有党员！ 你爷
爷！ 我！ 现在你也是党员了！ 党
员就得有个党员样……” 父亲的
信里是一连串的感叹号， 因为父
亲不大懂标点符号的用法， 只觉
得感叹号是表达激动心情的， 所
以几乎每句话都用感叹号。

我爷爷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
入的党。 他年轻时在生产队当队
长， 非常认真负责， 从来都是把
队里事放在第一位， 奶奶总说他
傻。 爷爷却说， 党员就得啥事都
做在前面， 如果总想着自己， 那
还叫啥党员？ 有一次， 生产队刚
收了麦子 ， 晚上突然下起了暴
雨。 爷爷急了， 赶忙组织人去给
麦子盖塑料布。 他把自家能盖的
东西都拿出来， 冲进了雨里。 村
民们一起努力 ， 终于把麦子盖
好。 爷爷怕刮风再把盖好的塑料
布吹开， 就披着雨衣守着打麦场
里的麦子 。 他在屋檐下站了半
夜， 直到雨停了才回家。 类似的
事， 爷爷做的太多太多。 他说，

那些英雄党员为了老百姓， 牺牲
生命都不怕 ， 我干这点小事算
啥？ 爷爷赢得了村里人的信任和
尊敬， 很满足。 他一辈子对党充
满感情， 所以也影响了父亲。

父亲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入
的党， 他努力了多年， 写过几次
入党申请， 才最终通过， 所以无
比珍惜。 入了党以后， 父亲更加
严格要求自己。 后来， 父亲还担

任村里的村长 。 父亲很有号召
力， 那些年他找项目， 找资金，
想尽办法带领村民致富， 大家都
听他的。 他和大家一起种西瓜，
种桃树， 还张罗着带人去外地学
农业技术。 那些年， 我们那个单
调闭塞的小村活了起来， 不仅田
里多了很多经济作物， 还与外界
多了联系 ， 村里的马路也修起
来 。 如今 ， 村里人还总佩服地

说， 老王是个能人！ 多年里， 父
亲一直是我的偶像。

我入党时已经是上世纪九十
年代。 记得刚上班时， 我仅仅是
个小职员 ， 所以工作一度很消
极。 有时候， 在村里下乡， 老百
姓的工作不好做， 我还总是有情
绪。 后来， 是父亲的一番教导和
鼓励 ， 让我改变了态度 。 父亲
说， 你把老百姓当回事， 他们才
会把你当回事， 况且你自己也是
农村出来的， 应该更了解他们。
我重新面对自己的工作， 把老百
姓的事当做自己的事， 工作越来
越顺手了 。 没多久 ， 我也入了
党， 那是父亲最骄傲的事。

后来， 我才知道， 父亲为我
入党的事高兴地摆了两桌酒席，
宴请亲朋庆贺。 有父亲的鼓励 ，
我对工作丝毫没有懈怠过 。 如
今， 我可以骄傲地说， 我是一名
称职的共产党员！

我家的三代党员， 都默默地
履行着共产党员的职责， 也让奉
献精神代代相传。

老孟是我们这的片警， 管理
我们这一片的治安， 人长得矮又
粗， 说话嗓门大， 整个人看上去
就是个粗犷的汉子， 典型东北粗
线条的男人。 可是如此粗犷的老
孟还会剪纸， 根雕， 写得一手好
字， 没事在小区治安栏里贴上自
己新写的 “治安小知识”， 普及
安全法则。 平时也是看看这家煤
气， 检查一下那家水电安全， 也
成了他工作的一部分， 虽然他没
因此多发工资， 还受了不少累，
可是他乐此不疲。

住在二条街的刘大爷， 老伴
瘫痪在床多年。 老太太因为被伺
候得好， 体重一百五十多斤， 平
时刘大爷的儿子在家时， 帮着父
亲把母亲抱上轮椅， 出去遛弯。
可是也有儿子上班忙的时候， 刘
大爷回身对老太太说： “老伴，
今天咱们只能在屋子里了， 怪我
没力气抱不动你， 咱们看电视。”

又赶上儿子出差， 刘大爷不
好意思地找到了老孟帮忙， 老孟
二话不说就去帮忙。

后来的一个月， 老孟天天来
帮助刘大爷把老伴抱到轮椅上，
一天没落下过。

几天后的一次晚饭， 刘大爷
想起好人老孟 ， 拿着酒去找老
孟， 感谢他对自己的帮助。 进了
派出所一问值班的人才知道， 老

孟早就不在这里了， 已经调走一
个多月， 去了另外的辖区。 刘大
爷眼泪就下来了 。 老孟呀 ， 老
孟， 你是绕过半个城， 从自己的
工作地点跑来我家帮忙的呀！

住在小区最里边的几个小孩
子， 没事特别调皮， 在外面玩的
时候， 起了歪念头， 几个小朋友
手拉手走出了小区广场， 逃过大
人眼光， 溜溜达达地就走出去没
了影。 待到大人发现时， 孩子早
就没了影子。 爷爷奶奶的哭喊声
连成一片， 报警电话还没拨过去
时 ， 就看见老孟背上背着最小
的， 怀里抱着一个， 另一只手还
牵着一个孩子。 老孟说， 这几个
孩子在街上晃悠 ， 自己正在执
勤， 一看就是曾经自己管辖片内
的孩子， 放下工作送孩子来了。

几个孩子的奶奶哭得鼻涕老
长 ， 手里作揖叩首的 ， “老孟
呀， 好人呀！” 怀里的孩子就学
着叫 “老孟老孟”， 孩子奶奶假
横着孩子， “叫孟伯伯， 怎么这
么没礼貌。” 几个孩子咯咯笑着
说 ， “好人 ， 老孟 ， 老孟 ， 好
人。” 所有的人笑了， 又流下了
泪水。

他就是我们原来辖区的片
警， 党员老孟。 一身旧警服， 微
微驼下去的背和微白的鬓角， 以
及肩膀上永远发光的肩章。

妹妹被人抱走的那一年， 她
三岁， 我八岁， 姐姐十一。 那时
候， 母亲刚刚因病去世。

妹妹的离家， 对我而言， 算
是一件好事， 因为我再也不必因
为对她的看护不当而遭到在乡村
当木匠的父亲的呵斥， 而且， 我
还恢复了家中 “老小” 的地位，
姐姐又转而对我照顾起来。

三年后的一天， 父亲悄悄地
对我说 ： “儿子 ， 穿件干净衣
服 ， 爸带你去城里看妹妹去 ！”
我有些懵懂地和父亲一起带着许
多乡下的特产去了城里。 在一栋
楼房里， 我看见了妹妹， 六岁的
她个子长高了， 已经完全不是我
记忆中的样子了。

妹妹的 “妈妈” 对我们的到
来有些爱理不理的样子， 不过看
得出来， 妹妹对 “妈妈” 的亲昵
还是真实的。 临走的时候， 妹妹
的 “妈妈 ” 强硬地塞到我兜里
200元钱。 在回去的路上， 父亲
忽然嚎啕大哭。

在以后十年的时间里， 父亲
再也没有见过妹妹， 在我和姐姐
面前也绝口不提。 随着年龄的长
大， 我和姐姐越发地理解了父亲
当年送走妹妹时的处境， 也知道
父亲心里的苦楚。

后来， 我和姐姐经常去妹妹
读书的学校， 在课间的时候看上
妹妹一眼 ， 然后回家把妹妹走
路 和 做 游 戏 的 样 子 学 给 父
亲 。 每 每 这 个 时 刻 ， 父亲总
是 一 言 不 发 ， 但是看得出来 ，
父亲对我们带回的消息还是很满
足的。

妹妹十六岁那年 ， 妹妹的
“妈妈” 忽然来到了我家， 一下
子给我们全家人跪下了： “帮我
救救孩子吧！” 原来， 妹妹得了
尿毒症， 急需换肾。

父亲二话没说 ： “我跟你
走！” 然后又声嘶力竭地对我和
姐姐说： “你俩也做好准备！”

父亲和妹妹配型成功， 半个
月后的手术也非常顺利。

术后的父亲简直换了一个
人。 多年紧锁的眉头舒展了， 抽
了半辈子的香烟也戒掉了， 连从
来都闭口不谈的续老伴儿的事也
提上了日程。

这张老照片的主人名叫卢益
唐， 已年近八旬， 卢老说： “这
张照片是在日本投降当天， 母亲
约上几位好姐妹， 精心打扮一番
后 ， 专程到一个小照相馆留下
的。” 照片前排右侧坐着的就是
卢老的母亲王少华， 那年32岁。

卢老介绍， 照片里的五位姐
妹， 母亲年岁最大， 所以穿了一
件素袍。 那时， 妇女识文断字的
少， 可外公外婆是个大户人家，
从小就让母亲上了几年私塾。 正
是有了这几年私塾功底， 后来母
亲为了求生， 在北京皇城根附近
的一所小学校当上了教师。 照片
里坐在母亲身边的是黄卓老师。
后排站立的从右到左分别是： 李
怡欣、 王圆方和张一惠。 李怡欣
也是老师， 王圆方和张一惠则是
卢老在东直门内炮局胡同杂院中
的两位邻居阿姨， 和母亲相处得
极好。

卢益唐听母亲说， 日本占领
北平后， 不知有多少女孩子和年
轻妇女被小鬼子糟踏了。 为免遭

厄运， 很多女孩子就是大白天也
不敢出门。 一年到头， 甭说化妆
了， 平日里就是连件好衣服都不
敢穿。 要实在有急事上街， 就把
脸抺上锅灰， 换件破破烂烂的衣
裳， 打扮成老太太的模样。

日本投降后， 北平城张灯结
彩， 人们喜气洋洋， 纷纷以不同
方式， 庆祝抗战的伟大胜利。

这天母亲找来几个好姐妹，
在家商量怎样庆祝抗战胜利。 母
亲说 ： “小日本投降了 、 完蛋
了， 咱也该打扮打扮， 高兴一下
了！ 要我说， 咱们干脆扯上几尺
花布， 做件旗袍， 再照个相， 作
个永久纪念。”

母亲的提议， 立即得到姐妹
们的一致拥护。 随后， 她们去了
一家绸缎庄买了面料， 就地加工
成旗袍。 取衣裳的那天， 姐妹们
对着镜子左看右看， 我为她抻展
后襟， 她帮我系好腋下扣。 穿好
旗袍后， 姐妹们说着笑着走向了
照相馆， 留下了这张具有纪念意
义的照片。

庆 祝
□齐大志 文/图

■图片故事

■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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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们投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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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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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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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老孟 □宋丽华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