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一次读到陈觉、 赵云霄烈
士的两封家书， 禁不住泪水再湿
双眼。 夫妻情深、母女情笃，都在
那短短的字里行间被一一诠释。

陈觉， 出生在湖南醴陵一个
富豪家庭。 赵云霄出生于河北一
个富裕的书香家庭。 两人相识于
苏联留学期间， 又因为相同的革
命理想和彼此的倾慕走到了一
起。 “投身革命即为家， 血雨腥
风应有涯。” 可惜， 这一对红色
恋人没有看到革命成功的一天，
他们在革命运动中， 遭到了国民
党反动派的屠杀。 牺牲时， 陈觉
25岁， 赵云霄23岁。

临终前， 陈觉写信给自己的
妻子， 做了最后的道别： “以前
我们都不相信有鬼， 现在则唯愿
有鬼。” 这是一个唯物论者沉痛
而又矛盾的情感写实 。 阳世缘
浅， 唯有阴间再续。 如果书信的
前半部分尚有作者对于生命、 挚
爱的依恋和不舍 ， 那么书信最
后， 陈觉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安
慰、 鼓励自己的妻子舍家为国、
舍生取义———“谁无父母， 谁无
儿女， 谁无情人！ 我们正是为了
救助全中国人民的父母和妻儿，
所以牺牲了自己的一切。 我们虽
然是死了， 但我们的遗志自有未
死的同志来完成。 大丈夫不成功
便成仁， 死又何憾！”

陈觉就义后， 赵云霄在狱中
生下了他们的女儿陈启明。 女儿
刚过满月， 残忍的刽子手们就杀
害了赵云霄 。 她 在 行 刑 的 前
夜 ， 给自己尚在襁褓的女儿留
下了泣泪的遗书： “启明我的小
宝贝： 启明是我们在牢中生了你

的时候为你起的名字， 这个名字
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有了你4个月
的时候， 你的母亲便被湖南清乡
督办署捕到陆军监狱署来了……
小宝宝！我很明白地告诉你，你的
父母是共产党员， 且到俄国读过
书（所以才处我们的死刑）。 小宝
贝！ 你的父母，你是再不能看到，
你的母亲所给你的纪念只有相片
和衣物及一金戒指， 你可作一生
的惟一的纪念品……”

在当时的环境下， 有些话是
不能说出口的， 而说出口的每一
个字都具有了千钧的重量。 这位
红色母亲， 为了自己的信仰， 为
了旧中国的明天， 把自己对孩子
的祝福、 对黎明的期望都寄托在
孩子的名字上。 她给孩子喂了最
后一次奶后， 大义凛然地走向敌
人的刑场。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 谁能想到当年一条不起眼
小船上的13个人， 竟然以星星之
火做成了后来的燎原之势， 血雨
腥风化作漫天朝霞。 时至今日，
烈士们的期盼早已实现， 一个伟
大复兴的中国正昂然屹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

正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
大校说的那样： 我们不是生活在
一个和平的时代， 只是生活在一
个和平的国家。 但和平不是从天
上掉下来的， 和平是先烈拿命换
来的， 需要我们坚定捍卫。

先烈已逝， 浩气长存！ 我们
每一个人， 除了认真工作， 坚守
岗位， 热爱祖国， 矢志不移， 还
能做别的选择吗？ 这也是我们后
人给先辈烈士的最好汇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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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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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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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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青春春岁岁月月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最初， 我对党的情感来源于
我的爷爷。 爷爷是一名村支书，
他吃苦耐劳、 干活勤快， 带领着
全村人勤劳致富。 爷爷是党员，
所以在我幼小的心灵里， 党员就
是爷爷这样的： 吃苦在前、 享乐
在后、 勇于奉献担当， 从不计较
个人得失。

上大学后， 我和室友聊天得
知， 他的爷爷也是这样一位乐于
助人、 遇到困难总是冲锋在前的
老党员， 本来就聊得来的两人顿
时生出知己之感， 一起向党组织
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走出象牙塔， 我来到了建筑

工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对党
的认识越来越深刻， 加入党组织
的决心也越来越坚定。

参加工作后， 我陆续学习了
更多关于党的理论知识， 认识了
越来越多的党员， 愈发认识到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那些身着蓝
色工服、 佩戴党徽、 脸上洋溢着
自豪自信的老党员， 他们步履如
坚， 对工作总是充满热爱， 指引
着我快速进入工作状态， 一点点
打消了我作为职场新人的顾虑，
开始适应新的工作和生活。

这些年来， 无论是在南国深
圳， 还是在首都北京， 走到哪个

项目部， 我都特别喜欢听项目上
的老党员讲述他们参与建设的感
人事迹。

项目刚进场的时候， 我看到
测量员风雨无阻 ， 几十天如一
日 ， 犹如开路先锋一样跋山涉
水、 开荒拓土， 一张张脸被晒得
黝黑发亮； 我看到刚刚毕业的新
员工坚守建设一线， 挑灯夜战研
究图纸； 我看到凌晨三点的施工
现场， 技术人员们全神贯注， 严
控着混凝土的浇筑……在项目最
艰苦的现场， 总是有这些党员冲
锋陷阵的身影。

我从未停止前进的步伐， 坚

持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 坚持理论
学习 ， 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素
养 。 终于 ， 在组织的培养下 ，
2001年12月28日， 我成为了一名
共产党员。

2010年， 我开始专职从事党
务工作， 组织开展学习， 指导入
党积极分子填写各类材料、 办理
各类手续……在忙碌中， 我丝毫
不敢马虎懈怠 ， 不断 对 照 合 格
党 员 的 要 求 来 规 范 自 己 的 行
为 ， 对党的理解更加深刻， 也
越来越意识到肩上沉甸甸的责
任。

我曾多次重温入党誓词， 而
每次都有不一样的感悟。 作为一
名有着19年党龄的老党员， 党员
身份已经深深印刻在了我的骨子
里， 让我在前进的道路上拥有了
正确的方向、 科学的工作方法和
踏实前行的底气， 让我的内心愈
发坦然。

时间砥砺信仰， 岁月见证初
心。 作为一名老党员， 我将守望
初心 ， 沿着老一辈建筑人的脚
步， 立足岗位、 履职尽责， 用一
生去践行跟党走的初心， 在平凡
的岗位上不断发光发热， 书写着
党旗下的别样韶华。

入
党

我
的

故事 □梁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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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旗下的韶华

催催泪泪家家书书撼撼我我心心 □□吕吕海海涛涛

窝棚里飞出的大学生

十八岁那年的夏天 ， 我
因高考发挥失常而落榜 。 秋
季开学后 ， 我打算复读 ， 准
备来年再考 。 由于自尊心太
强 ， 我不好意思到学校去复
读 ， 而在家里复习功课 ， 又
经常有村民来串门聊天 ， 影
响学习 。 最后母亲想出了一
个办法 ， 建议我到后山上果
园里的窝棚去学习。

母亲所说的后山 ， 就是
我家后面的山 ， 山上有个果
园是我家承包的 。 园里有一
个看园的房子 ， 父亲曾在里
面安上了门窗， 接通了电线，
可以生火做饭 ， 摘果季节时
还可以在里面休息 。 因为这
个房子太简陋 ， 房顶又是由
稻草苫成的 ， 家里人都叫它
窝棚。

每天早晨吃完早饭 ， 我
就准时前往窝棚学习 ， 午饭
和晚饭都是母亲做好了给我
送去 。 刚搬到窝棚时 ， 正赶
上春天 ， 满园梨花开放的时
候 ， 坐在窝棚里 ， 透过窗子
往外一看 ， 漫山的梨花美得
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 我仿佛
置身于雪的世界、 花的海洋，
感觉自己简直是生活在人间
仙境。

在 果 园 里 学 习 不 只 有
“浪漫”， 也遇到过危险的事。
有一次我正在专心学习 ， 突
然听见有沙沙的声音 ， 回头
一看 ， 一条一米多长的大青
蛇爬上了桌子旁边的土炕 ，
吓得我一下子跳了起来。

母亲知道这件事后 ， 很
为我担心 ， 后来父亲想出了
一个好办法 ， 他弄了几大捆
旱烟叶放在窝棚门口 ， 蛇最
怕旱烟味儿 ， 以后再也没有
蛇进入窝棚了。

还记得有一天晚上 ， 下
起了大雨 ， 一直到晚上10点
多钟大雨还没有停止 。 那天
父亲到外地去卖水果了 ， 我
一个人呆在窝棚里十分害怕。
母亲又向来胆小 ， 下这么大
的雨 ， 我想她不可能一个人
上山来找我。

正在我心里越来越害怕
的时候 ， 突然听到了急切的
敲门声 ， 我一打开门 ， 竟然
是母亲冒雨来找我 ， 我的眼
里瞬间就流出了眼泪。

那晚 ， 我和母亲是相互
搀扶着沿着山路小心翼翼地
走回家的 ， 那是我一生中永

远不会忘记的一个夜晚 ， 那
一晚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
母爱。

当时的高考在7月份， 在
考试的前三天 ， 我才搬出了
那个窝棚 。 那一年我如愿考
上了自己理想中的大学 。 村
里人了解我的经历后 ， 都说
我是窝棚里飞出的大学生 ，
这件事在我家乡的小村子一
度被传为美谈。

如今20多年过去了 ， 父
母相继离开了人世 ， 那片果
园也早已由别人家承包了 ，
那个窝棚后来因为一场大雨
而坍塌了 。 但是每次从城里
回老家的时候 ， 我都要到那
个果园去走一圈， 去看一看，
因为那个果园曾经陪伴我走
过青葱的岁月 ， 那里有我拼
搏的回忆 ， 那里有我永远难
忘的亲情。

□申国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