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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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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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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我的祖国

那情·此景
□□易易少少敏敏

李斌 主编

北京秘密
从今不薄读书人
———鲁迅的“北京印记” 在小镇工作40个春秋， 沧桑

岁月， 青春远逝， 那情、 此景，
都装进我的记忆 ， 融入我的血
脉， 无论我置身何处， 也不管境
况如何， 生活永远无法抹去我对
故乡的记忆。

家乡环境的巨变让我刻骨铭
心， 从前的村庄杂乱无章、 烟尘
四起， 而现在乡民生活在整洁优
美的宜居家园里， 生活过得有滋
有味， 充满阳光， 比蜜还甜！

单位不远处有一条水沟， 我
时常从沟埂上经过。 记得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 计划经济时期， 物
质匮乏 ， 村民在艰难困苦中生
存、 生活， 物质条件差， 人们的
环保意识比较淡薄， 居民和一些
单位的垃圾， 甚至包括未经处理
的医疗垃圾都直接倾倒在水沟
边， 污染环境， 隐患极大， 对当
地居民生活造成严重的影响。

这里俨然成了名副其实的露
天垃圾场。 气温稍高， 难闻的气
味便弥漫开来 。 若是高温的夏
季， 垃圾中散发出的腐败气味臭
气冲天， 刺鼻难耐， 苍蝇嗡嗡、
四处乱飞。 路过时稍微靠近垃圾
堆就会听见 “嗡” 地一声， 飞起
无数苍蝇 ， 乱撞乱碰 ， 令人恶
心。 大人们戏称其为 “龙须沟”，
孩子说得一步到位， “臭水沟”；
水体严重富营养化， 一种像水芹
菜的植物疯长， 沟面被其严严地

覆盖， 不见一点水的影子。 原本
生活着较多的鱼， 随水质的污染
恶化而相继消失绝迹。

每次经过此处 ， 我会条件
反 射 般 屏 住 呼 吸 并 自 然 而 然
地加大步伐 、 加快速度， 尽快
通过水沟， 好让呼吸系统少点污
染， 也让身心多点爽洁。 天气好
时， 路上尘土飞扬， 阴天则是泥
水四溅， 标准的 “晴天一身灰，
雨天一身泥”； 路边白色垃圾随
处可见， 就连树梢都挂着异色的
塑料包装袋在风中瑟瑟发抖， 遇
有刮风的天气， 一不留神， 脏兮
兮的垃圾纸和塑料袋会飞舞到你
的身上， 让人深恶痛绝， 又防不
胜防……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 党的
改革开放政策如温馨的春风， 吹
进小镇的每个角落， 当地经济快
速发展， 农田上陆续建起住宅小
区、 农家小院， 乡村变成城镇，
与此同时， 对环境的治理也摆上
日程。

伴随着文明卫生城镇创建活
动的全面展开和深入， 近些年，
当地政府不断加大对街道、 居民
区生活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力
度， 修建了宽广的水泥路、 柏油
路 ， 路旁植上了花草树木 ， 对
“龙须沟” 重点进行了治理， 垃
圾无害化处理， 沟边种植绿树花
卉， 树木青青、 鲜花朵朵。

同时， 加大环境保护意义的
宣传教育力度， 现已形成了社会
关注环保、 人人参与环保的良好
机制和制度。 特别是环保教育走
进教材、 走进课堂、 走进社区，
提高全社会的环保意识， 环境保
护已切切实实地走进人们的生
活， 悉心爱护环境、 自觉保护环
境已成为人们内在的品质和自律
的行为。

和谐的小镇亮丽迷人 ！ 如
今 ， 当你踏上这古老而年轻小
镇的土地 ， 昔日的 “龙须沟 ”
“脏乱差” 已不见踪迹， 路面坦
荡如砥， 路边的树木青翠欲滴，
路旁的沟水澄澈碧绿， 掩映在树
丛中的花儿绽放着美丽， 树上的
鸟儿鸣叫欢唱……你的感觉纯粹
是清风和煦， 拂面而来， 令人神
清气爽！

见证小镇环境的沧桑巨变，
回首那情， 面对此景， 久居小镇
的我感慨万千…

墙上有一块牌子， 上写：
“北京东方饭店初期建筑： 建
于1918年， 是当时北京唯一的
民族资本自营的高档饭店， 也
是香厂新市区的组成部分。 在
此发生了众多历史事件， 并且
留下了各界名人的足迹， 后几
经变迁， 至1986年恢复对外营
业 。 其初期建筑原平面由呈
‘口’ 字形的四栋三层楼房组
成， 现仅存1918年建设的西楼
及1953年翻建的东南楼。 2009
年7月， 被西城区人民政府公
布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鲁迅自己有家， 为何会住
到东方饭店？ 我向荣挺进老师
请教， 据他介绍， 原来， 1926
年 “三一八” 惨案发生后， 鲁
迅及李大钊等一批文化人士遭
到段祺瑞政府通缉， 为安全起
见， 他先后在莽原社、 山本医
院、 德国医院和法国医院等处
避难。 4月中旬， 奉系军阀张
作霖入京， 为防战事危险， 鲁
迅另租东方饭店一个房间， 将
母亲、 夫人及住家里的朋友接
来暂住； 因直系冯玉祥主动撤
离北京， 战事未起， 一天之后
送回家。 鲁迅外出避难时间是
3月26日至5月2日， 其间写下
了 《记念刘和珍君》 《二十四
孝图》 等文章。

根据许广平的回忆： “在
鲁迅避难期间， 奉军入京。 那
时守北京的是冯玉祥部， 属于
直系， 奉直是不和的， 一般人
都恐怕会发生冲突。 因此， 鲁
迅在某一天托人在东城的东方
饭店赁了一间房， 把母亲及朱
氏接去， 另外还有一位住在他
家的许钦文的妹妹羡苏， 又托
她到校邀我 ， 一同去住在旅
馆 。 第二日看看没什么事发
生， 母亲就回家了。 此事荆有
麟先生曾帮忙。”

东方饭店住宿价格不菲，
如今多是老外在这里住宿。

翻看 《文物古迹览胜： 西
城 区 各 级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名
录 》 ， 才知道东方饭店还发
生过这 样 的历史事件 ： 曾悬

挂于人民大会堂内的传世国画
《江山如此多娇 》， 便是傅抱
石、 关山月于1959年7月至10
月在此创作出来的； “文化大
革命” 中的八个 “样板戏” 也
是1967年3月至5月在这里修改
审定的……

青云阁： 留下许多知
名学者足迹

如果说东方饭店确实和鲁
迅有渊源 ， 留下了深刻的印
记， 那么， 位于前门的青云阁
和鲁迅又有何关系？

多年前， 在大栅栏街道工
作委员会工作的一位朋友听说
我是湖南宝庆人后， 带我来到
这个前门大栅栏西街和杨梅竹
斜街之间的青云阁， 原来， 讨
袁名将、 宝庆人蔡锷将军就是
在青云阁的普珍园结识了名妓
小凤仙 ， 并多次在普珍园小
酌， 普珍园的名菜辣子凤节备
受小凤仙喜爱， 从而演绎了一
段名留千古的爱情故事。 蔡松
坡逝世后 ， 小凤仙因无法忘
怀 ， 又来到青云阁找寻记忆
…… 20 世纪 80 年代在青云
阁原址拍摄的电影 《知音 》，
就是根据蔡锷将军与小凤仙的
爱情故事改编的。

前门大栅栏西街是条步行
街， 33号青云阁如今已是政府
招待所， 在诸多临街店面中，
这栋三层青砖小楼、 典型的轿
子型建筑显得鹤立鸡群。

（四十一）

■■青青春春岁岁月月

□金明花 文/图

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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蝉发一声时， 槐花带两枝。
又快中考了， 15年前的我也曾像
所有的初三同学们一样， 为自己
的学业而奋斗， 为自己的未来而
憧憬。 这张老照片里左侧那个青
涩的小姑娘， 就是十七岁、 刚参
加完中考的我。 而旁边的两位就
是我的父母。

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从
小在农村长大的我， 看多了父母
的含辛茹苦， 从心里钦佩他们的
勤劳， 也心疼他们的不容易。 从
春天播种， 到夏天耕耘， 再到秋
天收获， 我参与了所有家里的农
活并乐在其中。 农活和学习是那
时我意识中唯二的只要付出努
力、 付出时间就会有丰厚回报的
两件事。 但农活和学习也因时间
成本都很高的属性让小时候的我
无法同时兼顾。 所以中考结束到
成绩下发这之间两个月的假期，
我就想要好好利用这段时间帮父
母做些什么。

那时我的父母承包了村里的

一片土地种香瓜。 夏天的时候正
是香瓜上市的季节， 爸妈一大早
就要起来收熟的瓜， 然后用拖拉
机拉到集市里去卖， 来回十几里
路颠簸 ， 还要担心瓜地无人看
管。 于是我主动请缨， 要去看守
瓜地。 后来爸爸妈妈跟我说， 看
着那时的我 ， 他们心底五味杂
陈。 一方面不能让我像其他孩子
一样肆无忌惮地享受假期让他们

很愧疚； 一方面我的懂事又让他
们觉得很欣慰。 现实不会给人从
容思考取舍的时间， 生活的压力
让我们早已学会以成本最小的原
则去做选择题， 父亲同意了我的
提议， 并且马上着手为我搭建了
一个简易的小草屋。 因为那个年
代， 坏人远不如烈日与蚊虫对一
个小姑娘带来的伤害要大。

在瓜地旁边配备了简单的台

案和秤以后， 我这个香瓜小贩就
正式上岗了。 瓜地临靠马路， 路
过的司机口渴或乏累了都喜欢在
我的瓜摊上歇歇脚。 由于我本身
也是一个比较外向的姑娘， 什么
样的人都可以攀谈几句。 时间长
了， 瓜摊居然被我经营得有声有
色， 还不时有回头客找我买瓜。
多年以后再回忆那个时候才发
觉， 那时买瓜的叔叔阿姨们可能

不是因为瓜甜， 而是因为他们想
要给积极阳光的我一点温暖与帮
助吧。

然而那个夏天留给我的记忆
也不全是美好与温馨。 两件当时
发生的事直到今天也让我记忆犹
新。 第一件事是遇到一位文质彬
彬衣着考究的司机大叔， 声称没
有零钱只能用100元买瓜， 收下
我的零钱和瓜以后又顺走了刚给
我的百元大钞。 他上车以后挥手
微笑嘲弄我的眼神至今都让我心
寒。 他让我第一次认识到人心的
恶。 第二件事是亲眼目睹了一起
发生在瓜地附近的车祸， 眼睁睁
看着一辆摩托车与大货车相撞，
摩托车司机当场死亡。 那是第一
次让我看到凶狠的意外与生命的
脆弱。

2004年， 我一共收获了7851
元人民币、 一张高中入学通知书
以及一段根植我内心深处的回
忆。时间飞逝如电，但我想无论未
来如何变化， 我心中仍然是那个
十七岁、 站在蝉鸣瓜田旁边的、
永远对生活保持热情的姑娘。

蝉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