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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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至今热血犹殷红

□汤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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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党员员情情结结
□梁有劳

入
党

我
的

故事

———读《邓稼先传》

父亲60岁时才入党， 是一位
很老的新党员。

父亲生长在旧社会。 那时候
社会是什么样子我也没见过。 读
小学的时候， 学校组织过 “忆苦
思甜” 报告会， 会后还会有一顿
“忆苦饭”。 野菜拌麸皮杂粮， 嚼
在嘴里直扎舌头 ， 确实难以下
咽 。 回家和父亲聊起 ， 父亲却
说， 没有共产党， 咱家连这也吃
不上。

父亲很感激 “翻天覆地” 的
新生活 ， 他说这都是共产党给
的！ 父亲爱读书， 可是小时候只
读过半年私塾， 爷爷就殁了， 那
一年两块大洋的学费奶奶交不
起， 不让父亲读了。 后来父亲每
天看着我们背起书包去上学， 满

眼的羡慕欣慰， 心酸又高兴。 父
亲说， 好社会， 好时候！ 好好上
学， 多多识字！ 我们家就在初小
旁边， 父亲每天早上听到学校里
传出了咿咿呀呀的读书声， 才去
生产队里上工。

我读五年级那年， 父亲生了
一场病， 家里的一头猪、 五只鸡
全卖了钱给父亲看病。 到了开学
时， 再拿不出一分钱来给我交学
费。 只有四块钱的学费却把我们
一家难倒了！ 我对父亲说， 我不
去上学了， 我已经11岁了， 我要
挣工分换钱给您看病。

父亲很生气， 把我摁在炕沿
上， 用锄把粗的笤帚把儿打得我
的屁股青一道红一道。 虽然痛得
钻心， 可我就是一声都不哭！ 就

在我回头的一刹那， 我看到从来
没哭过的父亲两眼泪如泉涌。 父
亲说， 这与旧社会比不算什么，
那时我想读书， 你奶奶没钱， 那
是旧社会， 没有个依靠。 现在是
新社会 ， 我不信没钱还上不了
学， 明天我就找老师！ 我小学五
六年级的时候， 学校连续四个学
期给我免了学杂费。 父亲说， 你
把这事儿给我记心里！

1970年 ， 我初中毕业 。 那
时， 高中尚未复办， 我们这批初
中毕业生就成了生产队的小社
员。 生产队看我们年龄小， 就分
配我们干些零杂活儿， 我被分配

去给谷子地赶鸟。 就在谷子收割
的时候 ， 我被收割的场景所感
动， 写出了这辈子的第一篇文章
《在金色的田野上 》， 没 想 到 这
篇 处 女 作 被 公 社 广 播 站 广播
了。 一顿晚饭的工夫， 我成了全
公社的 “名人”！ 父亲平时不喝
酒， 那天他特别高兴， 和娘说，
加个菜， 为儿子的文章上广播喝
两盅。 这回， 父亲笑颜如花， 我
却泪流满面。

1972年冬， 我应征入伍了 。
母亲很是不舍， 父亲却很高兴。
临走的那天晚上， 父亲对全家人
说： “咱们也该为党和国家做点

事了。 去吧， 好好干！”
我的心头有千言万语， 却不

知道从哪儿说起， 只是重重地点
了点头。

我记着父亲的话， 当兵后第
三年入了党。 父亲也被选为生产
队长， 带领全村人抓农业、 搞副
业、 搞多种经营。 产值一年比一
年高， 社员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
好， 外村的姑娘争着嫁我们村的
小伙儿， 大家乐得合不拢嘴。

父亲说， 共产党就是领着我
们奔好日子的， 当队长， 要对得
起党， 对得起村子里的人。

在当队长的十 多 年 里 ，父
亲多次向大队党支部递交入党
申请 ，直到 60岁那年，终于光荣
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给我来
信说，儿子，我是咱家第二个党员
了，咱爷儿俩一起跟党好好干吧！

阅读 《邓稼先传》 的过程
中， 我的脑海时常浮现位于两
弹城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即
九院旧址） 的邓稼先旧居的场
景， 似乎还能看到那个伏案用
功的身影 ， 让人不敢高声言
语， 生怕打断主人的思绪。 生
活简朴至极， 意志坚如磐石，
工作不遗余力。 他们屡建奇功
震寰宇， 崎岖道路信踏平。

邓稼先在美获得博士学位
后， 毅然回国。 条件诚可贵，
环境价更高， 若为祖国故， 两
者皆可抛 。 他加入放 “大炮
仗” 的伟大而隐秘的事业中，
发扬 “我将无我， 不负重望”
的精神克服困难、 攻克难关，
艰巨的任务挡不住前进的步
伐， 沉重的担子压不垮勇任的
铁肩。 他与同事们夜以继日地
奋战， 经常感叹 “一个太阳不
够用呀”。

即便是往返住处、 办公室
的途中 ， 脑子也没有一刻放
松 ， 毕竟时不待我 、 渴盼殷
殷 。 行色匆匆 ， 因为肩负使
命 ， 不得不跟严峻的形势赛
跑； 步履坚定， 因为确信自己
跟祖国的夙愿终将成真。 立志
“干惊天动地事， 做隐姓埋名
人” 的他们始终保有一颗赤诚
之心， 越挫越勇、 越勇越强，
“红云冲天照九霄， 千钧核力
动地摇”， 让中华民族拥有了
保家卫国的 “打狗棒” 和挺直
脊梁的底气。

两弹城那些或高大或低矮
的树木 ， 或粉红或雪白的花
朵 ， 春叶的葱茏及秋草的枯
黄， 都掩映或见证过邓稼先的
忙碌， 争先恐后地描述先贤的
事迹： 深夜时分， 昏黄的灯光

还照亮着辛勤探索的 “道路”；
他面露笑容， 必定是解开了某
道难题。

杨振宁评价邓稼先是 “中
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
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
是 “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党员”。
在中国共产党喜迎百年华诞
之 际 ， 重 温 他 光 辉 的 一 生
格 外 有意义 。 作为科学家 ，
他勤奋钻研， “两弹一星” 的
伟业已然证明； 作为热爱生活
的人， 他是京剧迷， 有着丰富
的 “等退票” 的经验， 美食、
电影也是业余爱好； 作为一名
党员 ， 他不忘初心 、 永葆本
色， 没有彷徨、 没有矛盾， 直
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心系核
事业。

正是由于像他这样的科技
工作者前赴后继地攻坚， 我国
的科技水平才能迅速提升， 成
为推动社会进步、 国家富强的
第一生产力。 正是由于像他这
样的人懂生活、 会生活， 对明
天有了更美好的向往， 才将这
份向往转化成为激励人们努力
拼搏的动力。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
际， 读 《邓稼先传》， 重游身
边的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 缅怀这些 “许
身国威壮河山” 的前辈， 令人
备受鼓舞。 不继过往无以开将
来， 不奠地基无以起高楼。 致
敬先辈， 致敬那段峥嵘岁月，
是为了传承他们的精神， 学习
他们的品质 ， 光大他们的事
业， 实现他们的愿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击楫
中流， 气贯长虹， 至今热血犹
殷红。

我的高考
□马庆民 文/图

一直都觉得， 只有在夏天，
生命和梦想才是最热烈的。 所以
对于许多人来说， 记忆里那些深
刻而美好的事情都发生在夏天。

16岁那年的夏天， 我以全县
第三名的中考成绩考入了重点中
学。 在离家几十公里外的县城开
启了我的高中生涯 。 带 着 几 分
傲气 ， 又摆脱了父母的看管 ，
我便在学习上萌生了松口气的想
法， 自然就没有之前那般刻苦
用功。

在父母心中， 我一直是个乖
巧懂事的孩子， 所以每次回家，
他们问得最多的就是我吃得好不
好 、 学习累不累 ， 至于成绩的
事， 父母很少提及。 出身寒门，
本应 “三更灯火五更鸡”， 而我，
却在高二那年迷上了武侠小说，
终日沉浸在虚幻的江湖恩仇中不
能自拔。 终于， 在人生第一次高
考中， 我被打回了原形。

走出考场， 我才真正意识到
将要面对什么样的未来， 顿时万
念俱灰。 一个人躺在空荡荡的宿
舍里， 困顿颓废。 感觉已经没有
脸再回家面对这些年来 “日出而
作、 日落而息” 的父母。

公布成绩后， 父亲再也忍不
住他的愤怒和咆哮， 劈头盖脸地
骂我 ， 而我就像一根木桩子杵
着， 一动不动。 父亲骂累了， 便
说： “如果真不是读书的料， 就
别糟蹋血汗钱了， 要么去工地干
苦力， 要么跟着俺学种田， 你自
己选吧！” 母亲在一旁沉默不语，
偷偷地抹着眼泪。

也许是赎罪， 也许是自我反
省， 每天我都会很主动地同父母
下地干农活。 烈日阳光下， 我体
会到了那份艰辛和不易 ， 更 为
自 己 之 前 荒 废 学 业 而 悔 恨 不
已 。 母亲看出了我的心思， 对我
说 ： “其实读书就跟种庄稼似

的， 不能害怕付出， 也不能因为
今年收成不好， 就急着失望， 来
年便不种了……” 母亲没读过啥
书， 也不懂什么大道理， 但她的
话， 却像一缕阳光， 驱散了笼罩
在我心头的愁云密布， 也让我明
白了该如何抉择。

后来， 我选择了一所离家更
远的山区中学， 开启了不舍昼夜
的复读之路 。 山区陌生的环境
里， 既无车水马龙的喧嚣， 也无
同学好友的叨扰， 我如同一个独
行侠， 在宿舍与教室间往返， 全
然不顾花开花落、 云卷云舒， 进
入了物我皆忘只读 “圣贤书” 的
专注。

那一年， 经常天还没亮， 舍
友都还在梦乡时， 我就踏着晨曦
中的月色 ， 开始了新一天的奋
斗； 常常已是深夜， 我还与一盏
孤灯为伴， 与一道道题为伍， 内
心充盈而笃定。

当拿到军校录取通知书的那
一刻， 我内心并无太多的波澜，
反而异常平静。 然而母亲笑着笑
着， 已是泪流满面； 父亲则拿着
录取通知书， 给亲戚邻居挨家挨
户地上门报喜……

我的两次高考， 过去已经有
近二十年了， 父母当初的青丝也
早已染上了霜白。 直到去年探亲
回家时 ， 母亲 才 悄 悄 告 诉 我 ，
当初父亲生怕我选择放弃， 就
一边用干苦力和种田来逼我， 一
边又教她用种庄稼的道理来引导
我复读……

“后悔过去，不如奋斗将来”。
每当想起这句话， 我就坚定了一
个信念———人生不可虚度， 每一
步都必须脚踏实地去走。

■青春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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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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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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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