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只凤凰

■“八一”特稿

□依米 文/图

■家庭相册

军功章里
有我的一半

□董占华 文/图

□韩晓岗 文/图

父亲回忆“哈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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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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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德生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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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模最可敬
劳动最光荣

7月25-28日， 作为2014年首
都劳动奖章获得者， 我有幸参加
了为期4天的北京市劳模北戴河
疗休养活动。 虽然时间不长， 但
大家从素不相识， 到促膝谈心，
彼此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本次活动通过参观山海关老
龙头名胜古迹、 参观中粮集团华
夏葡萄酒庄园， 组织劳模座谈、
参加康体健身活动、 卡拉OK赛
歌、 下海游泳、 看电影等一系列
休闲娱乐活动， 使劳模们开阔眼
界、 陶冶情操， 放松心情、 开心
愉悦。 来自顺义区邮电系统的一
线职工张松岩说： “作为一名劳
模， 我感到很自豪， 很光荣。 平
时忙工作， 顾不上休闲娱乐， 感
谢工会组织， 为我们提供沟通交
流的平台， 结识新朋友， 再会老
朋友。” 顺义区劳模领队仇秋夫
说： “近年来， 北京市加大劳模
服务力度， 提高劳模福利待遇，
在组织疗休养活动中， 劳模们交
流工作经验、 互相学习、 互相促
进， 对深化劳模精神、 提高思想
境界，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些奋斗在一线的劳模们大
多勤劳朴实， 要么是企业骨干和
中坚力量， 要么是业内行家、 技
术能手。 老家安徽芜湖的农民工
姚光金是一名专业的木工师傅，
在北京顺义曲美家具行已经奋斗
了十多年， 每天加班加点工作十
多个小时。 去年参加顺义区总工
会组织的北京市 “职工技协杯”
职业技能竞赛手木工技能比赛
中， 手艺精湛， 技高一筹， 在全
市数十名优秀手木工师傅技艺角
逐中。 他制作的参赛作品边角光
滑、 方方正正， 特别精致， 榫卯

接合的技艺运用堪称精湛， 最终
获得评委一致认可夺得了冠军，
荣获 “北京市职工高级职业技术
能手” 称号。 今年被单位推荐参
加了劳模评选， 获得了首都劳动
奖章。 姚师傅激动地说： “没想
到， 我一个农民工也当上了首都
劳模， 光荣、 自豪， 今后干劲更
足了。”

顺义区环卫中心清运队副队
长宛继江师傅年过半百， 为顺义
区的环境卫生工作奉献了三十多
年了。 他手下300多台垃圾清运
车， 600多名司机师傅， 负责顺
义城区和周边上千家企事业单位
的垃圾清运工作 ， 每天早出晚
归， 不怕脏不怕累， 把垃圾运到
垃圾处理厂统一焚烧 。 三十多
年来， 他始终把 “宁愿一人脏，
换来万家净” 的行业精神带到实
际工作当中 。 尤其在担任清洁
队副队长和机械化作业队副队长
期间， 每到冬季降雪为保证居民
安全出行， 更是彻夜不眠， 一直
坚守在铲冰扫雪的第一线。 长期
的一线劳碌使得他患上了腰疾腿
疾， 时常见他走路一瘸一拐， 但
这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工作热情，
从未见他喊一声苦， 叫一声累。
今年五一劳动节， 宛继江师傅荣
获首都劳动奖章……

这是一个光荣的群体， 每一
名劳模都有不平凡的故事。 劳动
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不管你从事
什么行业， 什么职位， 只要你勤
勤恳恳为人民服务， 都有可能成
为劳模。 劳模最可敬、 劳动最光
荣！ 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劳模、 学
习劳模、 关爱劳模、 争当劳模的
积极氛围具有深远的意义。

———参加劳模疗休养感怀
我与94岁的老父亲韩新秋聊

起 “哈军工”。 1953年起， 他曾
在该校任五系二科政委， 这一干
就是八年时间。 这段经历是他在
建国初期任职时最刻骨铭心的。

“哈军工” 全称是中国人民
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 因坐落在
北国冰城哈尔滨 ， 亦简称 “哈
军工”。 学校从1953年9月1日建
校到1966年4月1日退出军队序列
整整14年时间， 在我军历史上留
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哈军工 ” 培养了万余名军
队技术中坚力量， 走出了100余
位将军和数十位两院院士。 称它
为 “将校的摇篮， 军队的基石”，
应该是准确的定位。

1952年7月 ， 朝鲜战场战火
正酣。 志愿军和武装到牙齿的美
国等联合国军在进行殊死的搏
杀， 志愿军副总司令陈赓受命回
国组建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

那时候旧中国土崩瓦解， 新
中国百业待兴。 全国各行业都缺
干部。 陈赓将第二高级步兵学校

的骨干调过来。 1953年初， 父亲
带队率领50多个营连职干部从朝
鲜回国到西南军区报到。 他们在
兵团留守处邢台小休时， 接到北
京长途电话调俩人到哈军工报
到。父亲休整了一周后，就举家奔
向哈尔滨。 后来听说西南军区还
颇有意见， 自己准备安排的干部
在回国途中被哈军工“抢”走了。

当时 ， 陈赓校长提出 “两
老 ” 办校的方针 ， 即依靠老干
部、 老教授。 “哈军工” 从全国
各大名牌学校、 留学回国人员、
甚至从国民党军队中选取优秀人
才调入学校。 只要有一技之长、
热心部队教育事业， 不管出身、
位置、 条件， 均可进入， 可谓不
拘一格降人才。 父亲说： 为了从
名牌大学调一流教授， 陈赓院长
多次找周恩来总理请示调人。 陈
赓和周总理早在黄埔军校时就建
立了师生情谊， 总理日理万机，
陈赓有时候甚至追到厕所请他签
字。 经过陈赓校长等人的不懈努
力， 各类人才磁石般聚拢 “哈军
工”。 “哈军工” 很快就聚集了
留美、 留欧的尖端人才， 弹道专
家、 航天技术专家、 理论空气动
力学家等； 从苏联来的各学科专
家也到达哈尔滨。 形成人才培养
的有机链条组合。 大量人才的聚
集， 似绚烂的鲜花争相怒放， 装
点着哈军工的历史舞台。

哈军工从筹划到开学仅用了
十几个月时间 ， 完成了房屋建
设、 师资团队组建、 面向全军招
生等工作， 在1953年9月1日拉开
序幕。

“哈军工” 诞生的那一天起，
标志着人民军队向现代化建设迈
出了坚实的一步， 人民军队翻开
了新篇章。

“八一”建军节前夕，我们初
中同学聚会， 大家从天南海北回
到家乡， 我们三个闺蜜都是当年
的军嫂， 这张珍藏五十年的照片，
记录当年那一段不平凡的生活。

军嫂， 光荣而艰辛。 照片中
间的是小华， 人长的漂亮， 在家
里是老丫头， 从小过着衣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生活。 丈夫在黑龙江
珍宝岛的边防部队当连长。 公公
是矿山井下的掘进队长。 可是天
有不测风云， 公公在处理矿井冒
顶事故中为抢救工友 ， 身负重
伤， 瘫痪在床， 生活不能自理。
婆婆受到惊吓精神病发作， 痴呆
呆不懂得做家务。 家里还有八十
多岁的奶奶更需要照顾。 为了让
丈夫安心守卫祖国的边防。 小华
挑起生活重担。 照顾老人病人，
为公公端屎端尿 ， 公公十分歉
疚， 经常很过意不去地说： 孩子
真是苦了你了 ， 小华乐呵呵地
说： “我嫁给你儿子， 就是你的
闺女。 这是我做媳妇的本分。 ”小
华每天辛苦劳累，没有一丝抱怨。

照片的左边是我 。 相比之
下， 我很幸运， 丈夫是家里的独
生子， 为了报效祖国， 软磨硬泡

报名参军。 到大兴安岭的加格达
奇当铁道兵。 那里崇山峻岭遍地
原始森林， 方圆百里没有人烟，
条件十分艰苦。 我嫁到婆婆家，
他 们 待 我 比 亲 闺 女 还 娇 惯 ，
因 为 我就是他们的开心果 。 每
到过年过节， 我都想方设法让老
人开心快乐， 避免他们思念远方
的儿子。

照片的右边是桂荣， 丈夫在
山沟里的炮团当营长， 婆家在河
北的山村， 她自己在小学当代课
老师。有个一岁多的儿子，丈夫不
具备随军条件，她独自生活，既要
工作，还要处理家庭生活的一切
琐碎。 没有亲人的帮助照顾， 按
照她的话是三地分居 ， 东奔西
跑， 但乐观坚强、 苦中作乐。

外婆一生养育了七个孩子，
三个女儿四个儿子。 人家都说过
去的老人以儿子为荣 ， 重男轻
女， 可我外婆不， 她说， 女儿是
朵花， 更应该呵护， 大男人的做
出点成绩应该的， 可是女人这么
柔弱 ， 一辈子操持家务生儿育
女， 同时还能有所成就， 那就是
大大的荣耀了。

我母亲加上我两个姨也真是
争气，或许是外婆的教育有方，让
她们觉得女人也该有一方天地，
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而感到骄
傲，所以她们的人生都是蛮拼的。

我母亲没读多少书， 嫁给我
父亲后， 每天上山下地的操劳。
那年头刚兴起来倒腾点小买卖，
母亲就一个人背着大包袱用借来
的几十块钱， 走了二十多里的山
路， 在批发店批发了很多鞋底鞋
面布， 那时候一匹条绒布才十几
块钱， 可是回来走街串巷卖出去
后， 利润翻了好几倍。 农人一辈
子和黑土地打交道， 根本没有这
个活络的头脑 。 母亲的意识超
前， 在农闲时， 夏天兜售单鞋鞋
底， 冬天时是棉花和棉鞋底， 一
年下来全家衣食有了着落。 在那
个物质贫乏的年代， 我们家居然
过得风生水起。

我二姨性子更闯 ， 嫁了工
人， 也进了城里端起了铁饭碗，
后来厂子改革 ， 很多人都下岗
了。 二姨因为技术好一直没在下
岗名单中， 可是二姨看我母亲下
海做得顺风顺水， 自己强烈要求
下岗， 回家自谋生路。 这可惊坏
了当时的很多人， 领导惊讶的都
合不上嘴。 他说， 张树荣， 你可
想好了， 开弓没有回头的路。 我
二姨头也没回地走了。 下岗后二
姨承包了一个学校的食堂， 自己
创业， 她用很现代的理念管理经
营， 当年就效益颇丰。 后来接连
承包了市里几所大学的食堂， 越
做越有经验， 如今她的生意更是
蒸蒸日上。

小姨高考落榜后， 又复读两
年考上了大学， 分配到了国家地
理研究所， 常年野外作业， 像个
假小子一样。 每年的证书挂满了
墙 ， 工资也多得惊人 。 就是这
样， 她空闲时还不断的学习， 她
管这叫 “补充营养”。 她说唯有
学习才能不被落下， 要不会被这
个社会淘汰的。 外婆常常骄傲地
说她的老闺女是个女状元。

外婆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
“我生你们不是为了让你们一辈
子去伺候一个男人， 再去生儿育
女这样简单的延续。 你们要去创
造你们在这个社会上的价值，女
人也可以做出事业。”她的三只凤
凰都做到了。 是外婆这棵梧桐树
放飞了金凤凰，让她们展翅高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