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别以为少年儿童天真
幼稚、 调皮淘气， 做不出什
么惊天动地的事情， 其实在
中国的抗战史上， 也有着他
们浓墨重彩的一笔， 流传着
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 今
天， 我们不妨去认识一下那
些抗日小英雄们。

《小英雄雨来》 是1955
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连
环画。 抗战时期， 晋察冀边
区的一个小村庄有个叫雨来
的孩子， 他的水性很好， 也
很懂事。 一天， 鬼子又来扫
荡了， 爸爸妈妈都出门了，
家中只有他在看课本 。 突
然 ， 交通员李大叔来到他
家， 后面跟着一群鬼子， 李
大叔急忙跳进事先在缸下挖
好的地洞里。 雨来用尽浑身
的力气将缸挪回原处， 然后
撒腿就跑， 但被随后赶到的
鬼子抓住。 雨来抵住了鬼子
的哄骗和利诱， 鬼子气急败
坏， 将他带到河边枪毙。 枪
声响起，村民都哭了。可当鬼
子走后， 雨来又从河里爬了
上来，他还活着。原来在枪响
之前，雨来趁鬼子不备，一个
猛子扎进河里游走了。

《鸡毛信》 是人民美术
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一本连
环画， 描写了一个机智勇敢
的儿童团长海娃。 有一天，
海娃的爸爸把一封粘着三根
鸡毛的信交给他， 让他在第
二天天黑之前一定交到三王
村 ， 千万不能落到鬼子手
里。 他上路后， 正好碰见了
鬼子 ， 这鸡毛信该怎么办
呀？ 海娃灵机一动， 把鸡毛
信藏到了绵羊尾巴下。 鬼子
搜查未见信， 就让他带路到
三王村。 他有意选择了一条
难走的羊肠小道， 把鬼子远
远地落在身后， 最后带进了
八路军的包围圈。 鬼子的子

弹射中了他的腿， 在昏死过
去的时刻， 他咬牙坚持对八
路军说道： “鸡毛信， 藏在
羊尾巴下面。”

1965年， 少儿出版社出
版了 《王二小的故事》 连环
画。 一天， 儿童团员王二小
正在山坡上放羊， 突遇鬼子
的大扫荡， 他不慎被鬼子抓
住， 逼迫他带路。 为了保护
转移躲藏的乡亲们， 聪颖机
敏的王二小巧施计谋， 把敌
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 。
四面八方响起了枪声， 鬼子
知道上了当， 气急败坏， 残
忍地用刺刀将他挑起来， 摔
死在大石头上。 王二小壮烈
牺牲的消息传遍了根据地 ，
他的英雄事迹被谱写成歌曲
到处传唱。

《小兵张嘎》 是上海美
术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连环
画。 生长在白洋淀的嘎子 ，
因其 “英气 ” 和 “嘎气 ” ，
深受大家的喜爱 ， 在老钟
叔、 老罗叔、 区队长、 奶奶
的引导下， 嘎子成为一位名
副其实的八路军。 这个故事
影响了几代人， 后又被拍成
电影、 电视剧， 可谓家喻户
晓、 妇孺皆知。

还有像 《小马倌》 《小
号手》 《小铁头夺马记》 等
等， 数不胜数。 这些小英雄
的一个共同点就是， 爱憎分
明、 英勇机智、 信仰崇高 ，
成为几代中国少年儿童崇拜
的偶像。

磨损的封面、 泛黄的纸
张、 翻卷的书角， 记忆中的
小人书， 像一幅幅画卷在我
眼前飘过。 在儿童节到来之
际， 我又一次想起了这些为
中国革命挥洒过鲜血， 甚至
献出了宝贵生命的抗日小英
雄们。 他们的名字将永远在
历史的丰碑上熠熠闪光。

■■图图片片故故事事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回首走过的岁月， 最刻骨铭
心的是2003年7月1日。 这一天，
我光荣地被党组织批准为中国共
产党党员， 使我终生不能忘怀，
那是我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起点，
是我迈入的一个新阶段。

从小到大， 连环画、 电影、
书籍中的那些英雄人物， 让我在
不知不觉中感受到了一种力量 、
一种信仰在我心中潜藏下来， 尤
其是黄继光、 董存瑞、 朱彦夫、
焦裕禄、 杜富国、 黄大年等人的
事迹， 不止一次让我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

后来， 我成为了一名教师，
自从入职的那一天， 我就坚定了

一份信念———要做一名深受学生
爱戴的好老师。基于这个目标和
追求 ，工作中我勤奋踏实，从钻
研教材，到上好每一堂课，从自律
自觉， 到把每件事做精致……持
之以恒 ，锲而不舍 。 也因此得
到了学生的爱戴， 领导同事的赞
许。

那时候， 学校里有为数不多
的几个党员， 看到他们为了学校
工作经常跑在前头， 假日里主动
担当起负责看校的任务， 他们的
行动感染着我的思想。

后来， 我在工作的间隙， 自
觉学习党史国史， 通过学习， 进
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

的奋斗历程， 以及不忘初心， 使
命敦行的担当和情怀。 我坚定了
要向党组织靠拢的决心。

2001年， 我向学校党组织递
交了入党申请书。 从那天起， 我
成了另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我要
时时刻刻接受党组织的考验，
要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
因此， 在工作中我更加地勤奋
努力 ， 在思想和行为上约束自
己， 在困难面前更多了一份勇敢
和担当。

2003年春天， 非典来袭， 学
校防控疫情工作被提上了日程。
那段时间， 我主动请缨， 担任学
校的消毒员， 每天三次给各班教

室和宿舍喷洒84消毒液， 每次都
是弄得一身药水味， 但是， 我毫
不在乎， 只要能保证学校的安全
就是我最大的快乐。

我还主动担当起防控非典的
宣传员， 不仅为全校师生上好防
疫课， 还走进社区宣传防护非典
的知识。 那段时间， 我嗓子说哑
了， 腿脚跑肿了， 家里的大事小
情都交给了妻子承担， 虽然愧对
家人， 但我的坚守却换来了师生
和社区居民的安全 。 这年7月1
日 ， 我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成为我人生历程中最具有纪念意
义的大事。

那年我40岁， 如今已有18年

党龄 。 18年来 ， 我牢记入党誓
词， 在党言党、 在党爱党、 在党
忧党、 在党为党。 通过在教育这
块园地里的默默耕耘 ， 辛勤工
作， 我做出了党员应有的样子。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
周年 ， 回顾 党 走 过 的 峥 嵘 岁
月 ， 经历的磨难与屈辱、 奋起
与抗争 ， 我心潮澎湃 。 看到 中
国 共 产 党 更 加 成 熟 、 更加坚
毅 、 更加从容自信 ， 我骄傲自
豪。

衷心祝愿伟大的党在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 ， 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的道路上， 所向披靡， 永远
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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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冯天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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楷模的力量

小人书上的抗日小英雄
□孙秀斌

留守孩子的儿童节
大学毕业那年， 我从城里来

到乡下的一所小学支教， 担任二
年级一班的班主任。

儿童节前夕， 班上的孩子们
下课后在一起叽叽喳喳讨论儿童
节那天去哪儿玩。 有的同学说，
父母要带她去城里游乐场坐摩天
轮。 有的同学说， 父母带他去城
里吃大餐。 只有李晓一个人沉默
不语， 一言不发。

我问李晓： “李晓， 你的儿
童节怎么过啊？” 不等李晓回答，
别的同学就抢先答道： “他还能
怎么过呀， 到山坡上去放牛呗！”
同学们一起哄堂大笑起来， 李晓
的脸腾地一下就红了。

事后， 我才了解到， 李晓是
一名留守儿童， 父母常年在南方
工厂打工， 他和爷爷奶奶一起生
活。 李晓的父母一年中只有在过
年时才能回家一次， 李晓也只有
在那十几天里才能和父母在一
起。 在李晓的童年里， 根本就没
有儿童节的概念。 每年的儿童节
那天， 学校都会给学生们放一天
假， 懂事的李晓便替花甲的爷爷
到山坡上去放牛。 当儿童节假期
结束， 同学们在班上高声谈论父
母带着他们去了哪儿、 都玩了什
么、 吃了什么时， 李晓眼中总是
流露着无限的向往和落寞。

了解到李晓的家庭情况后，
我的心情有些沉重。 晚上， 父母
打来电话， 问我 “六一” 休息回
不回家。 我想了想， 说， “我有
事， 就不回去了。” 就在那一刻，
我突然决定要带李晓去城里给他

过个儿童节。 当第二天我把这个
决定告诉李晓的时候， 李晓一脸
惊喜， 一连声地说： “老师， 你
说的是真的吗？ 是真的吗？” 我
郑重地点点头。 放学后， 我特地
去李晓家征询李晓爷爷奶奶的意
见， 两位老人听了后， 高兴得连
连感谢。

儿童节那天早晨， 我带着李
晓坐上了去市区的班车 。 一路
上， 李晓兴奋地说个不停， 到了
城里， 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一双眼睛都不够用了， 看什么都
觉得新奇， 不停地问这问那。 李
晓羞赧地对我说： “从小到大，
我还是头一次进城呢 。” 那天 ，
我带着李晓去游乐场坐了摩天
轮， 骑了旋转木马……看着李晓
骑在马上玩得高兴， 我用相机抓
拍了他每一个开心的瞬间。

从游乐场出来后 ， 李晓问

我： “老师， 你能不能把给我拍
的照片洗出来几张？ 我想把它们
寄给爸爸妈妈， 让他们也替我高
兴高兴 。” 我摸了摸李晓的头 ，
有点感动， 说： “当然可以。”

科技馆里的磁悬浮列车、 能
源穿梭机等模型， 让李晓充分领
略到了科学世界的奇妙。 从科技
馆出来后， 我们去吃了汉堡和薯
条。 最后， 还去商场给他买了一
双漂亮的夏凉鞋……在返回学校
的大巴车上 ， 李晓幸福地告诉
我， 这是他有生以来度过的最快
乐的儿童节！

儿童节是每个孩子心里最重
要的节日。 作为老师， 我能做的
并不多， 但希望尽我所能给这个
可爱的孩子带去温暖与关怀， 并
且希望这份爱意可以被传递下
去， 让孩子长大后有一个美好的
童年回忆。

□佟雨航 文/图

■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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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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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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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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