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在这70年中， 也许您或
您的先辈上过战场， 迎来了新中
国诞生的黎明； 也许您或您的先
辈为新中国建设奉献过青春和忠
诚； 也许您家里有一张照片， 见
证了70年历史的某一个瞬间； 也
许您的名字就叫 “建国” ……

即日起， 本版开展 “我和我
的祖国” 征文活动， 征文围绕国
庆70周年主线 ， 以 “个人 ” 与

“国家” 的关系为视角， 用文艺
的形式生动展现人民群众的爱国
热情和家国情怀、 追求幸福生活
努力奋斗的精神风貌、 各行各业
的发展成就。

稿 件 要 求 ： 800 ~1200字 。
来 稿 请 注 明 “我和我的祖国 ”
征文活动， 并附上作者的详细个
人信息。

来稿请发至 ： ldwbgh@126.
com。

“我和我的祖国”征文 期待您的来稿

城市里的新市民
□□秦秦延延安安 文文//图图

上班时间是一身溅满水泥灰
浆的工作服， 下班后是开着小车
一身潮装的都市白领， 如果不是
知根达底， 我很难将他与农民工
划起等号。 但不置可否的是， 他
曾经就是一位从安徽来的农民
工。 经过在城市15年的打拼， 他
不仅在这座城市里建立了自己的
公司， 买了房， 还娶妻生子真正
成为一个新市民。

2004年， 高考落榜的他从安
徽跟着乡邻们来城市打工。 刚出
象牙塔的他， 还有些不太适应建
筑工地上的生活， 特别是那一天
下来的满身灰尘与一身恶臭， 所
以每次下班后， 即使再累， 他都
会在工地上草草洗洗换上一身干
净的衣服才下班。

为此 ， 工友们没少嘲笑他 。
你以为你是城里人？ 一个农民工
还讲究那么多？

在建筑工地干了半 年 多 ，
他 发 现 房 屋 装 修 在 城 市 是 一
个新兴市场 ， 具有很大开发潜
力 ， 于是他又跟着别人去搞装
修。 从最开始的搬运装修材料，
走水电的学徒工做起。 因为头脑
灵活、 心细、 舍得出力气， 他很
受师傅喜爱。 在干活中， 他经常
给师傅们泡好茶、 点上烟， 然后
让师傅休息看着他干， 哪儿干的
不好给指出来， 或者最后师傅来
画龙点睛。

就这样， 不知不觉中他就学
会了刷墙、 铺砖， 还有木工活，
技艺水平也越来越高 。 在这中
间， 他还上了建筑科技大学的夜

大， 学习装修设计与制图。
两年后， 他对房屋装修已经

无所不精 ， 便开始承揽家装工
程。 最开始， 多是朋友介绍的简
单家装工程。 虽然工程简单， 但
他复杂对待， 从选料到做工， 都
是一丝不苟 ， 确保做成精品工
程。 每次预算完报价后， 他再给
顾客减少几百元， 并赠送电视墙
设计等， 而这些赠送工程都是他
自己加班加点干出来的。 他还与
建材市场的许多商户建立起了友
好的供货渠道， 所以装修价格整
体要比别人低一些。

细节决定成败， 家装工程，
看似工作量不大， 却环环相扣，
一步做不好都会埋下伏笔， 是一
个繁琐而又精致的工作 。 2010
年， 他给一位客户装修房子， 设
计好的图纸、 说好的工程量、 谈

好的价格， 在交房工程验收时也
没有问题， 可是半年后， 住户家
的墙皮出现许多返潮掉皮现象。
经过他查询发现， 虽然住户家在
四楼， 但窗外就是平台。 在房屋
设计施工中， 由于平台地面比室
内地面高， 使得雨水潮气渗入墙
体， 造成室内墙面脱落现象。 墙
皮脱落虽然不是自身施工的原
因， 但他仍积极想法给予解决。

虽然这个工程做下来， 他不
仅没挣钱还赔了钱， 但他却说，
客户的满意就是自己的满意。 就
这样， 凭借着优质的设计方案和
精湛的技艺水平， 他在装修市场
站住了脚跟。

当然 ， 装修工作看似很赚
钱 ， 一不小心也会栽跟头的 。
2010年， 他承揽了一所高校的装
修工程， 干了两年多， 就在工程
验收之际， 项目负责人却因为贪
污受贿被抓了起来， 这使得工程
款成了问题， 一拖就是三年。 虽
然最后结算了一部分， 但给工人
开完工资， 除去材料成本钱， 整
体算下来亏了十多万， 几乎是他
整个的家底。 失败是成功之母，
他并没有因此而气馁， 仍是积极
面对， 勇敢向前。

2012年， 看报纸上报道一个
困难家庭居住条件简陋， 他决定
免费给其装修。 从设计到材料配
置他都亲力亲为， 经过三个月的
组织施工， 圆满完工， 他的义举
也受到媒体的关注报道。 他说，
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 是很开心
的事。

他的名字叫陈晓东， 一位安
徽来的80后。 他说， 这座城市不
仅给了他事业的平台， 也给了他
人生的舞台， 他喜欢这座城市，
也热爱这里的一切。

■家庭相册

李斌 主编

北京秘密
这个世界，有一种精神不死

———三访燕南园

□□李李甫甫辉辉 文文//图图

余晖里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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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妹在城里工作多年了， 上
月， 她专门开车来， 将年迈的母
亲接到她身边过一段时间。 母亲
患有严重的腰椎病， 走路都拄根
拐杖， 佝偻身子， 孝顺的妹妹妹
夫便无微不至地照料她。

妹妹家所居的城市邻靠大
江， 上周的一个黄昏， 妹妹开车
带着母亲到江边兜风 。 夕阳西
下 ， 江面上舟船过往 ， 鸥鹭点
点， 母亲拄着拐杖站在江滩凝望
着， 瘦小龙钟的身影似乎要消融
到余晖里面去了……妹妹将这情
景用手机拍下来传到家族群， 我
看到这些照片， 不知怎地陡然鼻
酸， 觉得眼泪都要出来了。

记忆里， 我的母亲全然不是
这样的， 她要精神活力得多了。
母亲出生于1940年， 13岁时她父
亲去世， 她和母亲相依为命， 小
小年纪挑起家庭的重担 。 17岁
时， 母亲与从平原地区入赘来我
家的父亲结婚了。 婚后， 六个孩
子接连降生下来。 这么多孩子的
生育抚养， 母亲该是经历了怎样
的苦累啊。

母亲曾对我们说 ， 她年轻
时 在 生 产 队 劳动 ， 犁耕耙耖 、
挑压负重， 男人的活她全做过，
男人没做的活她也做过， 栽秧，
每年从桃花初开的4月一直栽到
炎天烈日的8月， 手脚在水里都

泡烂了……
孩子们渐渐地长大， 母亲肩

上的负担更重了。 我读初中时，
每从学校回来， 常见身穿粗简衣
服的母亲， 冒着风雨烈日在我家
的那几亩自留地里劳作着， 瘦小
的身影一闪一闪地， 似乎要融入
到她脚下的那片黄土中去……这
个时候， 我便立即放下书包下地
来帮她。

子女回到身边， 她劳作的劲
头儿更大更精神了 ， 话也多起
来， 常叮嘱我的是在学校里要好
好学习， 她说， 有知识的人， 才
能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子女们考上学， 到城里工作
去了， 苦累华年的母亲却老了，
然而也丝毫不懈怠。 随子女生活
的日子， 带引孙子、 烧锅做饭、
浆洗衣服、 准备子孙上下班上下
学回家的吃穿。

妹妹照片里风烛残年的母
亲， 拄着拐杖在想什么， 是面临
滔滔大江感怀人生的无常， 逝者
如斯？ 是凝望西天夕阳回首她苦
劳的一生？ 是受病痛的折磨， 断
想人的生死意义？ ……这些我都
不得而知， 但我知道， 母亲的一
生， 是千千万万中国老一辈劳动
妇女奉献一生的一个缩影， 她们
身上的勤劳 、 质朴和坚强的品
质， 永远值得我们记取和学习。 1925年 ， 新 校 园 初 具 规

模， 燕京大学迁入新址， 为给
教职工提供住宅， 学校在勺园
旧址东侧兴建一座中西合璧的
园林式校园即燕园———因位于
燕园南部而得名燕南园， 除泥
石砖瓦外， 其他建筑材料多由
国外运来， 门扇窗框的木材是
上好的红松， 精美门把手由黄
铜制成，房间里铺设打蜡地板，
楼梯设在屋内， 屋角有造型典
雅的壁炉，卫生间里冷、热水分
路供应， 每座住宅还有独立的
锅炉房以供冬季取暖， 上下两
层楼各有独立的卫生间。

燕南园里多两层小楼， 附
带一个小花园， 花草林木格外
繁茂。 这些小院编号从51号到
66号， 从燕大到北大， 一直没
有变更。 20世纪50年代初， 这
里西墙北端向外延伸， 多了编
号为50号的新宅院。 如今， 在
一些小楼门口， 还能看到当年
挂上的黑底白字门牌。

“取的是美国城郊庭院别
墅的模式， 或小楼或平房， 一
色的灰砖外墙 。” 《北大燕南
园的大师们》 一书代序中这样
写道。

“住燕南园的一定是
知名学者”

我 们 第 一 次 到 访 燕 南园

的季节 ， 恰值4月末 ， 北大校
园、 燕南园里姹紫嫣红， 生机
盎然。

之所以要到这里来， 就是
因为这里曾经居住过冯友兰等
许多大师级 、 传说中的人物 ，
具体还有哪些， 开始还真不完
全清楚， 后来查阅资料才知道
有历史学家洪业、 向达、 翦伯
赞， 数学家江泽涵， 物理学家
周培源、 饶毓泰， 经济学家马
寅初 、 陈岱孙 ， 哲学家冯友
兰、 汤用彤、 冯定， 语言学家
王力， 美学家朱光潜， 历史地
理学家侯仁之……

记得早年北大有句很流行
的话： “知名学者不一定住燕
南园， 住燕南园的一定是知名
学者 。” 还有年轻学生曾表达
自己的梦想 ： “奋斗二十年 ，
走进燕南园。” 由此可以想象，
燕南园在北大人心中的地位。

从西北角进入燕南园， 走
上一个长坡， 迎面一栋二层小
楼是 51号 ， 一扇半开半掩的
门， 庭院里草木葱茏。

“ 这 里 原 来 居 住 过 物 理
学 家 饶 毓 泰 、 数 学 家 江 泽
涵 。 ” 蒋 部 长 还 专 门 请 来一
位老师讲解。

饶毓泰何许人也？ 芝加哥
大学学士、 普林斯顿大学哲学
博士， 曾任南开大学物理系主
任、 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 吴

大猷、 江泽涵、 陈省身等都是
他的 “门下”。

后来第二次到访燕南园 ，
专门约好了到51号院的北京大
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看看， 那天
恰好院长们都不在， 不过却有
机会参观了这栋楼。

走进51号院， 只见门廊上
刻 着 四 个 大 字 ———“ 美 学 漫
步 ”， 应该是取自北大著名美
学家宗白华先生的同名图书 。
这栋20世纪20年代美式风格的
建筑， 灰砖外墙， 室内装饰是
典型的西洋风， 墙上挂着一些
油画……一层长方形会议室
里， 摆放着一长条会议桌， 一
侧摆放着海报， 工作人员告诉
我们， 这里会不时举办一些研
讨会。

（三十）

■■图图片片故故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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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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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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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