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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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没 有 共 产 党 就 没 有 新 中
国。” 对党的了解， 是从长辈们
的言谈中开始的。 随着时间的推
移和阅历的增加， 党在我心中的
形象越来越高大 ， 地位越来越
重， 成为我一生的奋斗和追求。

爷爷出身贫寒 ， 房无一垄 ，
地无一间， 租住在别 人 家 的 矮
房子里 ， 受尽了地主的气 。 他
做梦都想着有一个新社会改变他
窘困的境地 。 1949年新中国成
立 ， 爷爷分到 了 房 子 和 土 地 ，
过上 了新生活 。 爷爷总是和我
讲： “好日子是共产党给的， 应
该记住党的恩情。”

家里有个大伯参加了八路
军， 是当时延庆县政府的主要
领 导 人 之 一 ， 在 一 次 和 日 本
鬼 子 的 作 战 中 牺 牲 了 。 后来
他被安葬在延庆烈士陵园。 小时
候学校组织给烈士扫墓， 大伯是
讲解员介绍的重点之一， 说他的
死是重于泰山的， 人们对他很崇
敬。 因为是本家大伯， 我更敬佩
他， 想着将来要成为他那样的共
产党员。

母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
不会说什么大道理 ， 但 自 从 拿
到 了 属 于 她 的 养 老 钱 ， 母 亲
逢人便说： “共产党真好！ 我算

赶上了好时候， 一个农村老太太
也像城里人一样按月拿上了 ‘工
资’。” 从母亲嘴里说出的最朴素
的感谢， 在我的心里再次定格成
了前进的目标和向往。

受长辈们的影响和自己的感
悟， 1985年， 刚过18岁的我第一
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1995年我终于加入了党组织， 在
举起右手宣誓的那一刻， 我感觉
自己的责任更重了。

1999年 ， 上级 组 织 需 要 一

名干部到新疆和田地区援疆挂
职。 八达岭林场人事干部征求我
的意见。 想到家里还有老人孩子
需要照顾， 我犹豫再三 ， 但最
后 还 是 决定去援疆 ， 因为我是
共产党员。

在新疆， 我发挥自身优势 ，
找资金 、 引技术 ， 民族干部感
慨 ：“这 些 本 应 该 是 我 们 本
地 人 带 头 干 的 事呀 ！ ”我告诉
他： “全国一家亲， 这些也是我
应该干的， 谁叫咱是共产党员！”

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 党中
央果断决策， 武汉封城， 全国动
员。 党员放下碗筷， 带头奔赴武
汉前线。 火神山、 雷神山， 两座
医院拔地而起， 军队、 地方医护
人员奋力救灾。 在党的领导下，
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与疫情战斗。
关键时刻， 危难之中， 彰显党领
导之下的中国制度、 中国速度 、
中国力量、 中国精神。

“党在我心中”！ 这就是我的
初心使命。

入
党

我
的

故事 □贺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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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在我心中

这些年， 我写过不少文章 ，
可却没写过父亲。

自我记事起， 就很少看到父
亲的笑脸。 细想个中缘由， 许是
困难年月， 九口之家沉重的生活
压力挤没了他脸上的微笑。

那时， 父亲在邻市政府机关
上班。 我考上高中后， 父亲想让
我到他工作的地方上学。 我们弟
兄五个都怕他， 平时不敢和他说
话， 我自然极不乐意。 后来， 在
爷爷、 奶奶和妈妈轮番劝说下，
我才勉强同意。

我是走读生， 上午和下午走
路上学， 每天往返40多公里。 父
亲很忙， 常常是深夜我做完作业
睡着了， 他还没回来。 那两年，
我和父亲说过的话一天不超过十
句。 父亲虽然不爱说话， 却一直
细心照料着我的生活 ， 遇上出
差， 他也安排好同事给我买饭。

高中毕业考试后 ， 父亲问
我： “现在在征兵， 你去不去？”
一听可以离开家， 我极为高兴，
一连三声说 ： “去 、 去 、 去 ！”
父亲一阵沉默。 过了一会儿， 他
说： “到了部队 ， 你自己的路
要自己走 ， 咱家的情况你也知
道， 退伍回来， 父母什么都帮不
上你， 只能靠你自己努力。” 不
管就不管， 我铁了心要去当兵。

如愿穿上了军装， 我始终记
着父亲的话： 要靠你自己努力。
新兵下连后 ， 战友们周末出去
玩 ， 我却 留 在 宿 舍 复 习 文 化
课 ， 一门心思想考上军校。 我
是专业训练标兵， 在一次救火行
动中因表现突出受到团里通报嘉
奖， 后经连队推荐， 我参加了全

军统考。
刚入秋， 我收到了军校的录

取通知书， 心里很是激动。 探亲
申请获批后， 我回到了数百公里
外的家中。 那一天， 父亲格外高
兴 。 吃饭时父亲破天荒地喝了
酒， 也给我倒了一杯。 父亲的脸
被录取通知书映红了， 露出了难
得一见的笑容。

探亲回家时， 看到卧室门后
多了一个双层八格的大布兜， 每
个格子里都塞满了我给父亲的
信。 爷爷说， 夜深人静时， 父亲
常常看我的来信 ， 有的看了几
遍。 父亲不知道的是， 在我单位
的宿舍里， 他写给我的家书也装
满一个箱子， 里面有他长期给予
我的鼓励、 安慰和教诲。

就这样， 我被父亲 “逼” 进
了军校的大门， 也开启了近三十
年的军旅生涯。 后来有一次父亲
来我家小住， 闲聊时， 提到我参
军之前他说的那番 “狠话”。 父
亲听了一愣 ： “我说过这样的
话？” 我一时也愣住了， 父亲竟
然不记得。

许多年过去了， 我早已结婚
生子， 理解了父亲那句 “狠话”
背后的深意。 因为那句 “狠话”，
我才有了梦想， 养成了奋斗向上
的好习惯。

在我的心里， 父亲像路边一
盏并不太耀眼的路灯， 在我前行
的路上静静地守护 、 默默地注
视， 照亮我脚下的每一步路程。
人生紧要处， 父亲那 “无情” 的
嘱托， 无声的支持， 都成了我成
长路上最坚定的支撑。

父爱无痕， 此生感恩。

■■家家庭庭相相册册

父爱无痕
□武华民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近日， 阅读了金一南所著
的 《历史 ： 追寻之旅 》， 体会
颇多， 本书从1894年中日甲午
战争开始， 到1945年抗日战争
的胜利， 讲述了中国近代以来
从洋务运动的失败， 到中国共
产党的成立， 奋勇前行， 推翻
三座大山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
详细经过。 革命先辈抛头颅洒
热血的情景、 共产党突破围剿
的生死攸关时刻、 两万五千里
长征的壮举等都历历在目， 毛
泽东等革命先辈克难奋进， 完
成了历史和时代赋予他们的使
命。

历史是一条奔腾不息的长
河， 在它莫测的风云中， 瞬息
万变，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历
史又正因其不可预测， 所以才
充满机会， 但它给予个人的机
会又极其有限， 面对不可预测
的历史， 人所能凭借的， 只有
自身的素质与信念。

阅读本书， 我们不禁感叹，
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时代， 是一
个狂飙突进的时代， 对年轻人
而言也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
的时代。 艰难的局势点燃了年
轻人轰轰烈烈为国为民抛头
颅、 洒热血的激情。

毛泽东34岁点燃井冈山的
燎原之火， 烧尽压迫； 周恩来
29岁主持南昌起义 ， 英雄城
举英雄事 。 一个1921年才刚刚
成立的党派， 起初只有50多名
党员的党， 涅槃于巍巍井冈山
之上， 再回首， 驾驭中国的已
是一个全新的组织。

经过了一系列战斗的洗礼，
中国共产党成长起来了， 它不

再是风雨飘摇的孤儿， 也不再
是辗转流离的弱者， 它拥有了
这片土地上广大人民真心的支
持。

近代中国政治的舞台上 ，
各种力量熙熙攘攘 、 来来往
往、 你方唱罢我登场， 但究竟
谁能守护民族利益、 捍卫国家
安全？ 在历经了一百余年的博
弈 、 一百余年的经验教训后 ，
历史最终向我们证明： 只有共
产党才能救中国。

有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
民的革命斗争就有了新的领导
核心； 有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
人民的革命斗争就有了科学的
指导思想 ； 有了中国共产党 ，
中华民族的解放运动就成为世
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运动
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书中， 我
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是怎样
带领人民 ， 把 “推翻旧社会 ，
解放人民， 建设新中国” 作为
目标与坚定信仰并为之奋斗 ，
也为我们展现了奋斗过程中的
各种曲折与困难。

那些从苦难岁月中走过来
的人们， 那页永不会褪色的历
史， 那面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英
雄旗帜， 向后人昭示了一笔珍
贵的精神财富。 今天， 我们品
读历史， 依然会为那些献身于

革命的志士们的壮举而感动 ，
惊叹于他们的光荣与梦想， 感
动于他们的热血与献身精神。

在新的世纪里， 在中国共
产党的坚强领导下， 我国的国
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体现出
显著优势， 但与此同时， 在国
际环境日益复杂多变的当下 ，
我们未来面临的挑战也空前严
峻， 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实
现我们的坚守和承担属于我们
这一代人的责任， 无疑需要我
们去汲取多方面的营养。

历史不仅仅是给后人拜读
的，更是为后人留下一面明得失
的明镜，我们应明白先辈们白手
起家、筚路蓝缕的艰辛，也更应
明白，作为生活在新时代的新青
年，作为日后祖国的建设者与社
会中坚，我们不仅是历史的学习
者， 更是历史的亲历者与书写
者，我们这一代人，也势必会在
共和国的历史中留下独属于我
们这一代人的足迹。

我们更应提高思想觉悟 ，
以拥有高尚的情操与品格为目
标要求自己， 增强责任感和使
命感， 不忘我们从哪里来， 不
忘我们的昨天， 踏着一路荆棘，
带着满腔热血， 走向未来。

我辈应铭记 ， 复兴中华 ，
舍我其谁！

□徐润章———读《历史：追寻之旅》

足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