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跳出《边城》看世界

“我的入党故事”
2021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 无论

你的党龄40年、 30年、 20年……不管时光怎么流逝， 岁月如何变
迁， 当你想起入党宣誓的场景， 是否依然热血沸腾、 心潮澎湃。 你还
记得你入党时的难忘故事和感人情节吗？ 你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光荣
经历是怎样的？ 你是怎样践行党的宗旨履行党员义务的呢？ 为展现首
都职工在党的领导下守初心担使命的生动故事， 即日起， 本报面向全
市职工开展 “我的入党故事” 征文征集。 字数800字以内为宜。

■征稿启事

投稿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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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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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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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友情怀

春日渐深， 立在南向办公室
的大玻璃窗前， 眼前繁花绿树，
景色怡然。 可一样的赏景， 宋姐
却发出轻轻的叹息， “哎， 我的
小草怎么还不绿呢？” 宋姐的小
心思引得大家一阵发笑。

宋姐是公司的绿化 “大管
家”， 心里装着厂区里的一草一
木。 哪棵树发芽晚了， 哪片草该
补种了， 哪丛绿篱该修剪了， 宋
姐在每天的巡视中， 在心里建了
一本账。 随着季节的转换， 宋姐
操心的主题也是不同的， 春天补
种浇水、 夏天打药除虫、 秋天修
枝剪叶、 冬天围挡防护， 大家习
以为常徜徉其中的绿色景观并不
是自然天成的， 这背后少不了宋
姐的付出。

厂区绿化， 既要有百年树木
的规划，又要有美学设计的眼光，
有着园丁般耐心的宋姐不断美化
着未来热电这片园区。 经过几年
的栽培养护， 如今的厂区真是三
季有花四季常绿， 春可赏姹紫嫣
红，夏更有林荫绿地，秋能摘五色
硕果。 花园般的环境为职工舒心
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午间休息，
三五同事有意无意将厂区开辟成
了“博物”的课堂，不管是识花认
鸟还是拍摄美图， 加深了彼此的
了解那是毋庸置疑的。

未来热电远离市区， 职工中
也有不少人家在外地， 因此 “以
厂为家” 在这里成为一种生活状
态， 而宋姐就负责着公司上百间
宿舍的管理， 一切与生活有关的
事都是繁杂的 、 牵涉各种诉求
的， 宋姐干练和温和的一面在这
里发挥了作用 。 为入住人员建
档， 摸清住宿人员情况， 谁家有
小孩， 谁家家属常住， 一查宋姐
的 “户口底子”， 清清楚楚。

2020年初疫情突发， 正值春
节假期， 不少后勤服务人员无法
返岗， 而生产人员的生活保障不
能停， 宿舍、 办公楼等公共空间
的消毒保洁更是增加不少， 宋姐
以一个党员的自觉， 从2月初就

一直坚守在厂区。 安排消杀、 人
员排查等工作， 从细节上做好疫
情防控 ， 每层电梯口设置纸巾
盒、 口罩垃圾桶。 做好返京员工
在宿舍的隔离工作， 同时关心隔
离期间员工的思想情绪， 用亲人
般的问候化解非常时期年轻同事
的焦虑和紧张， 为大家带去安心
的定力。 后勤人手告急， 宋姐连
续一个多月到食堂帮忙打饭， 保
证不管是隔离在宿舍的人员还是
运行一线人员都按时吃上热乎乎
的饭菜 ， “吃好了 ， 心 ， 就安
了。” 正是有宋姐这样的 “主心
骨”， 能让广大职工在慌乱中看
到前进的方向， 最终迎来了抗疫
的胜利。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描述宋姐
的工作风格 ， 我想最贴切的是
“细致” 二字。 初识宋姐， 看她
的文件柜就知道她是个细致认真
的人。 文件柜里不仅码放整齐，
文件夹的标签更是按色辨识， 一
眼望去， 可知她对管理的工作事
项建立了条目清晰的秩序。

宋姐的细致还表现在很多小
事上。 办公室共用打印机， 每次
宋姐打印， 都会提示一句 “我打
张废纸， 你们等会啊。” 看似随
意的一句话， 其实是避免打印冲
突 。 时间长了 ， 对我的影响就
是， 学习了替别人着想， 同事间
互相关照， 还有就是节约是一种
习惯。

宋姐自称快成公司所有职工
的大姐了， 的确， 人们很多时候
淡忘了宋红才是她的名字， 而甘
愿叫她 “宋姐”， 因为同事们喜
欢她的亲切与热情， 她也给予大
家大姐般的关爱。 清明假期有外
地同事正在为想回家却被排了值
班发愁， 试探性地一问宋姐， 宋
姐磕巴都没打就答应让他安心回
家， 她来替班。

这就是我眼中的宋姐， 一位
能给同事带来春天般温暖， 对待
工作有着夏天般热情， 努力将每
项工作做到最好的普通党员。

我身边的党员
□何雅君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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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指导单位新发展的党员
填写相关材料时， 我总会情不自
禁地回忆起自己当年入党时的细
节。

眨眼之间， 我的工龄、 党龄
都已迈入20+的行列， 成为了一
名地道的中年人。 虽说在平凡的
岗位上没干出什么轰轰烈烈的壮
举， 但我对党忠诚的初心恒定不
变。 正是有着这样的初心使命，
我甘愿做一名默默无闻的普通党
员， 兼职做着基层党务工作， 任
劳任怨， 一干就是十多年。

1995年中专毕业， 我和近百
名大中专生一起被分配到市区一
家国营化工单位， 参与到单位投
资两千万的小磷铵项目前期安装
工程。 车间安装现场给我的青春
注入了无穷干事业的力量。 可时
间不长 ， 很多一起进车间的工
友， 渐渐有人调离了车间， 有人
另谋出路。

听说我们这批大中专生就是
为小磷铵工程储备的一线 “三班
倒” 工人。 面对如此现状， 我不

为所动， 依然心无旁骛地投身到
安装工程中。

和我同组的一位老师傅曾关
心地提醒我， “小胥， 你咋不找
找人坐办公室 ？ ‘三班倒 ’ 的
苦， 可不是你们这些学生仔能坚
持下去的呀 ！” 我谢过老师傅 ，
“一线最能锻炼人， 我是农民的
儿子， 到哪儿都是工作， 什么苦
都吃得了……” 老师傅微笑着拍
拍我的肩： “好样的！”

真如老师傅们所言， 工程安
装结束， 没离开的五六十名大中
专生全被安排到磷铵车间做了一
线操作工， 先是安全培训， 接着
前去山东肥城磷铵厂学习开车运
行。 那年新年， 小磷铵工程一次
性开车成功， 月内达产达效， 获
得厂部隆重表扬， 我有幸成为磷
铵车间二班班长。

担任40人的兵头将尾， 班组
管理、 生产安全、 产品质量等工
作忙得我不敢有半点懈怠———
因设备故障导致停产， 得和维修
工一起拉铁葫芦， 为的是抢开车

时间 ； 遇 到 管 道 堵 塞 导 致 停
车 ， 那如巨蟒的 “大气腿”， 得
冲 锋 在 前 挥 锤 清 理 ； 遇 到 气
液 分 离 器 结 晶 影 响 出 酸 ， 得
率先垂范不等分离器酸气散尽
高温依旧 ， 爬进去屏住呼吸清
理结晶……功在平时 ， 管在日
常。 我当班长几年， 班组连续产
量、 质量、 安全荣获第一， 被评
为 “青年文明号”。

青春干事业的激情吸引了厂
党总支的注意———支部书记找我
谈话 ， 让我积 极 向 党 组 织 靠
拢 ， 我心情澎湃 ， 在隆隆的机
器声中撰写了我的入党申请书。
2000年6月28日， 我融入全郊区
化建系统16名预备党员队伍中，
在新四军纪念馆， 面对鲜红的党
旗庄严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
共产党……

2000年6月28日 ， 我永远记
着我的政治生日， 一个赋予我精
神信仰的节点 ， 融合着我的血
液， 坚定着我的信仰， 警醒着我
的初心———忠诚向党心澄明。

忠忠诚诚向向党党心心澄澄明明

边城， 是爱情小说， 里面
写到的爱情， 是茶峒的， 也是
世界的。 一条小溪边， 有座白
色小塔 ， 塔下住了一户人家 。
这人家， 一个老人， 一个女孩
子 ， 一只黄狗 。 那女孩叫翠
翠， 老人是女孩外公， 他爱护
孙女。 女孩好美， 让那叫傩送
和天保的兄弟俩都爱上了她 。
小说里， 所有的爱， 未受一点
污染 ， 如清澈流水 ， 山野花
香， 让人心醉。

在沈从文笔下， 湘西 ， 是
自然文明， 让人在纯净的天地
里 ， 淡忘了尘世喧嚣 。 阅读
时， 就像在内心修篱种菊、 淡
泊宁静。

那小说里的兄弟俩 ， 唱歌
向翠翠表达爱情 ， 哥哥天保
没有弟弟傩送唱得好， 他主动
放弃， 离开了茶峒。 可是， 他
在激流运货泛舟时， 遇难死去
了 。 弟弟知道后 ， 没有娶翠
翠 ， 他也走了 。 我 想 ， 那 不
是逃离 ， 也不是胆怯 ， 是人
性的忏悔， 爱的升华。 小说在
结尾时交待， 傩送也许永远不
会回来 ， 也许他明天就回来
了。 读完后， 我仰天长叹， 写
得妙呀， 将人性的丰富、 世界
的恢弘、 生命的苍茫， 简单一
笔勾成， 隐喻成无声纷扰的苍
穹。

儿时的沈从文 ， 上山捉
鸟、 入水摸鱼， 是个顽童。 他
个子小 、 精瘦 ， 却非常机灵 、

滑稽有趣 ， 常逗得人捧腹大
笑， 于是有个外号 “沈蛇崽”。
他原名沈岳焕 ， 六岁上私塾 ，
常逃学， 让他父亲很愤怒， 对
他说， 若再逃学说谎， 砍去他
一根手指。 他不为所惧， 还是
常常逃学。 有一次， 他把书包
放在土地庙 ， 看了一整天戏
后， 回到土地庙， 才发现书包
丢了。 沈从文逃学， 有一个安
慰自己的理由， 他说当我学会
了用自己眼睛看世界的一切 ，
到不同社会中去生活时， 学校
对于我便已毫无兴味可言了 。
但他上国文老师田名瑜的课时
却从不逃学， 专心学习， 对古
文、 诗赋、 作文、 书法， 都学
得 出 色 。 田 先 生 曾 称 赞 他 ：
“才峻而气清， 怀虚而志亢”。

他十五岁时， 因生计离开
茶峒， 去当兵混饭吃。 两年半
时， 他回过一次茶峒。 在他写
《边城》 那年， 1934年， 因母亲
病危， 才重回故里。 那时， 茶
峒已物是人非， 让他内心久久
难以平静， 便构思了 《边城》。
在这个世外桃源里 ， 没有恶
人 ， 尽显美好 。 可是有人说 ，

边 城 是 悲 剧 ， 沈 从 文 也 说 ：
“一切充满了善， 然而到处 是
不凑巧 。 既然是不凑巧， 因之
朴素的善难免产生悲剧。”

作家唐国明说 ， 《边城 》
给他的启示， 是人类只要相互
载度， 生活必然抵达诗意。 也
就 是 说 ， 沈 从 文 在 《边 城 》
里， 营造了他看世界的独特角
度 ， 静与动 、 常与变 、 瞬与
恒、 新与旧， 都包裹在浪漫的
现实里 ， 净化在诗意的自然
中， 淡泊亲切、 飘滑活泼、 口
语般清幽 ， 让人在一座小城
里 ， 看到了中国的天地良心 。
巴金赞叹沈从文， 说他有很高
的才华， 金子般的心。 金介甫
说， 在西方， 沈从文的最忠实
读者， 大多是学术界人士。 他
们都认为， 沈是中国现代文学
史上少有的几位伟大作家之
一。

在沈从文墓碑上有句话 ，
“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
回到故乡”。 是呀，沈从文回家
了 ，他的世界 ，是文学天堂 ，他
和他的小说，是湘西茶峒的，是
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鲍安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