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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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总会有一些小故事伴随着某些物件、 某
些人和某种符号在记忆中留了下来， 比如一次活动、 一
个日子、 一张照片……

■工会岁月 ■家庭相册

父子两代工会情
屈指一算， 我在工厂和机关

从事工会工作刚好40周年。
40年前， 我从一名车间工人

调进厂办做文员， 然后又被兼职
提拔为工会主席 。 我清晰地记
得 ,在车间工会选举大会上 ， 我
被推选为工会主席时， 激动地对
大家表态说： “我一定不辜负大
家的期望 ， 尽最大的力量为职
工 、 为我们的工会事业努力工
作。” 令人惭愧的是， 事实上那
种表态是应付场面喊口号务虚的
成分较多， 真正做事情务实的成
分较少。 因为虽然我背熟了整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但在
当时， 工会依然是一个无权无钱
无人的机构。 国营工厂本来就不
是很景气， 工资效益低， 因此厂
子每年给我的工会活动经费只有
区区两百块钱， 这两百块钱只能
组织全厂职工每年搞一次职工运
动会， 所谓的 “运动会” 只是一
些零乱节目的拼凑， 比如跑步、
拔河、 猜谜语和茶话会， 每年都
是这固定的四个节目， 奖品也寒
碜得可怜， 无非就是一些牙膏牙
刷和毛巾之类。 可是工人们的参
与热情很高， 这让我这个工会主
席感到些许的温暖和宽慰。

不知不觉， 一晃儿子大学毕
业了， 准备参加公务员考试， 他
说公务员考试竞争很激烈， 不知
道考哪个岗位。 作为一名工会的
老干部， 我对工会工作有着深深
的感情， 我说， 报工会这个岗位
吧。 结果儿子在面试时， 恳切地
表达了他要像老爸一样一辈子献
身工会事业， 他的真诚深深打动
了面试官， 一举中的。

其实面试前， 我还教导儿子
一些面对提问的诀窍， 即通过这
些年来的工作实践， 我悟出一些
道理， 做工会工作要有 “两勤三

心”， 即腿勤、 嘴勤、 热心、 细
心、 公心。 所谓 “热心 ” 就是
要乐意为职工办事； 所谓 “细
心” 就是要做有心人， 善于想职
工所想； 所谓 “公心” 就是要将
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分开， 多想
集体利益， 少想个人利益， 当二
者利益发生冲突时， 以集体利益
为重。

我总以为自己教导得太少，
恨不得将自己40年来的工作经验
全部 “传经送宝”。 事实上， 我
的担心是多余的， 五一前夕， 我
去儿子的办公室小坐了一趟， 亲
眼目睹了新时期工会工作翻天覆
地的变化， 所谓工会工作是 “不
起眼杂家” 的老思想已经跟不上
时代的脚步了 。 儿子所在的工
会， 下面细分的工作部门就有七
八个， 正式人员编制就有四十多
人， 清一色整齐的工作服， 清一
色一人一台液晶电脑 、 一部电
话， 服务大厅里是人来人往， 有
来咨询组建基层工会的、 有来咨
询打工维权的、 有下岗职工申请
小孩助学补偿的…‥那片繁忙的
景象让我这个 “老工会” 置身其
中， 恍如隔世， 心中直赞党的政
策好， 惠泽了千万的普通群众。

我拉过儿子， 悄悄问一年有
多少办公经费， 儿子竖起两个指
头， 我说两万， 儿子摇摇头； 我
说二十万， 儿子微笑着点点头，
只会多 ， 不会少 ， 如果不够的
话， 人大和政协还会向上级财政
部门申请资金单列， 尽最大力量
支持我们工会工作的开展。

我羡慕得不得了 ， 啧啧感
叹， 儿子你真幸福， 一切和老爸
干工会时比起来真是 “鸟枪换
炮、 兵强马壮”， 要什么有什么，
赶上了太平盛世， 我们的工会在
大踏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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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海恩 文/图

□楚秀月 文/图母亲的泪水

一个读高二的女生， 穿着一
件新衬衫来学校上课。 似乎没过
几天， 因为这件衬衫， 她成了我
们学校的名人。 衬衫是白色的，
里面瓷色的皮肤隐约可见， 粉色
的内衣有细细的肩带， 并配有蕾
丝的花边。 这才是女孩子应有的
胸衣。 正在发育期的我默默地对
自己说， 并因自己穿在衬衫底下
的小背心产生了深深的自卑。 我
低下了头， 深含着胸。

“看她都穿的啥呀？” 课间
上厕所的路上， 同班同学李小翠
撇着嘴不屑地对我说， 不用看，
我都知道李小翠的目光中写满了
羡慕， 我太了解女孩子的这些小
心思了 。 我不说话 ， 只看着前
面， 仿佛黑暗中看到的是一片白
月光。 她走路的样子真好看。 我
在心里回答了李小翠。

我更加的沉默寡言， 却变得
勇敢起来， 一向乖巧的我， 开始
顶撞母亲。 半个月前， 母亲去团
部办事 ， 给我扯回来一条裤料
子， 因为忙， 母亲一直没有给我
做。 而我， 心里早就看不上母亲
的手艺了。 我想象着那块布料在
母亲裁剪缝制后又肥又大的样
子， 我便非常失望。 我提出让母
亲拿到营部的裁缝店里去做。 只
要五块钱的工费， 母亲却嫌贵。

“你不知道娘挣个钱有多
难！” 放学后， 我躲在屋里， 以
不去拔甜菜叶子为要挟。 母亲正
在院外的自留地里忙， 远远望见
我回来却半天没动静 ， 便跑回
家， 对着我劈头盖脸一顿训骂 ：
“娘给你扯了裤料子， 娘是罪人
吗？” 母亲越说越难过， 她的眼

睛眨巴眨巴， 不一会， 便流下泪
来 。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母亲流
泪。 因为我。

私下里， 我还有钱存着， 却
不舍得拿出来用。 这是我前一年
秋季摘红花得的。 这种活儿， 只
有心细的女孩子才能干， 而我总
是摘得最多的那一个。 一个秋季
的所有零碎时间， 我都在用自己
双手的十个手指伸向那些带刺的
花盘。 我的指尖满是裂口， 我并
不以为苦， 无所畏惧。

我的印象里， 红花只有花朵
是可用的， 它活血化瘀。 整整一
个冬季 ， 看着自己手指尖的伤
口， 我总在想， 这些具有药用价
值的红花， 对自己的伤口是否有
作用？ 我只仅仅是想想而已。 去
年的秋天， 当第一片树叶落下的

时候， 我就把晒干的红花一丝不
留全部卖给了收购它的人。

最终还是母亲妥协了。 第二
天的傍晚 ， 母亲早早从地里回
来， 匆匆吃完饭， 领我去营部旁
边的那家裁缝店。 已经出了门，
母亲又返身回屋， 透过门缝， 我
看见母亲拿起窗台上的木梳， 对
着挂在墙上的镜子梳头发。 镜子
背面已掉了些涂层 ， 虽稍显斑
驳， 但还是能看清母亲的脸， 很
年轻。

几十年后的今天， 我还能够
想起母亲的这次流泪。 母亲的泪
水不是 “哗哗” 地流淌， 而是像
生活的苦难， 让人无法设防， 不
经意间它们就流了出来。 母亲用
她的泪水， 把我内心深处已初见
端倪的虚荣的灰垢冲刷贻尽。

抗争之路

北京秘密

李斌 主编

新文化街上的古老屋宇和
校园里孩子们的琅琅书声 ，时
刻提醒我们铭记先烈的牺牲奉
献，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启示
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不懈奋进
拼搏， 沿着以李大钊为代表的
无数先烈流血牺牲铺就的民族
复兴之路，接力奋斗。

“自由之花，是经过革命的
血染才能发生。 ”

李大钊生前曾撰短文 《牺
牲》：“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
的生命， 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
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 因为平
凡的发展， 有时不如壮烈的牺
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
华。 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
川。 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
调。 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
牲中。 ”

1927年4月，在反动军阀的
白色恐怖中， 李大钊在北京英
勇就义，牺牲时年仅38岁。 他临
刑前留下的一张照片， 至今让
共产党人为之震撼： 虽然挂着
又黑又粗的铁链， 宽阔的额头
是那么干净， 浓黑的双眉是那
么神态若定， 标准的国字脸是
那么平和……

因为 ，毕生 “求达真理 ”的
李大钊，为中华民族引来“世界
改造原动的学说 ”———马克思
主义； 因为， 他在生命最后一
刻，都坚信“共产主义在中国必
然得到光辉的胜利”。

今天，国家博物馆“复兴之
路”展览上，编号0001的那副绞
刑架，无声地向世人诉说，中国
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的复兴 ，

付出过多大的牺牲！
李大钊牺牲后， 更多的中

华民族优秀儿女接过接力棒 ，
走上了这条从文华胡同 24号
“出发”的路……

根据民政部的统计， 为了
建立新中国，全国有2100多万革
命者捐躯， 其中有无数的共产
党人。

沿着新文化街向东， 是实
验二小东西两个校区， 东校区
古色古香，历史上是一座王府。

“这是清朝八大 ‘铁帽子
王’王府之一，也是出王爷最多
的王府，13代17个王，可是最后
一代落魄了，竟饿死街头，把王
府卖给做过总理的熊希龄 ，成
了熊公馆。 后来熊希龄做慈善，
把资产都捐出来投身教育 ，建
立了昭慧小学、昭慧幼儿园，现
在成了实验二小一部分。 ”伫立
大门口，孙津涛介绍。

雕梁画栋， 红砖绿瓦……
正好是课间 ，院子里 ，一 、二年
级的小朋友正在尽情玩耍 、游
戏，朝气蓬勃。

李大钊， 以及所有为民族
解放、 人民翻身而牺牲的共产
党人， 如果九泉之下看到今天
孩子们的欢笑， 一定也会欣慰
地笑起来。

再往东， 是鲁迅中学所在
地， 也是原北平女子师范大学
（1908年成立时名为“京师女子
师范学堂”） 旧址， 李大钊、鲁
迅、 许广平和中国共产党第一
位女党员缪伯英都曾在这里任
教、学习。

从1901年的笃志学堂到如

今的鲁迅中学，这里的一草一木
见证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
一个民族的奋斗和抗争。

“我们经常在课上给学生们
讲三一八惨案， 讲刘和珍君，讲
鲁迅和李大钊。 ”鲁迅中学原校
长郗明说。

校园内，一块“三一八遇难
烈士纪念碑” 上铭刻着刘和珍、
杨德群的名字。两位20岁出头的
青年“为了中国而死”，悲愤至极
的鲁迅先生写下 《记念刘和珍
君 》一文 ，一句 “不在沉默中爆
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是一个古
老民族在陷入沉沦和屈辱多年
后发自肺腑的最强呐喊。

青砖雕花，回廊相连。 藤蔓
爬满了古老的教学楼。

“身穿棉长袍， 浓浓的八
字胡， 在讲台上举起右手， 向
着学生大声疾呼着———这是李
大钊曾经在这里任教时， 学生
对他的印象。” 老校长郗明1969
年入党， 退休后有时间进一步
搜集、 学习李大钊先生的事迹，
也多次应邀给社区、 学校讲李
大钊先生的故事。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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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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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