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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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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小日记彰显文化大情怀

□刘小兵

中国是全世界拥有世界遗产
最多的国家之一， 丰富的世界遗
产， 为我们了解中国文化， 传承
历久弥新的华夏文明， 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
前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的新作
《万里走单骑： 老单日记》， 以世
界遗产 “推广人” 的身份， 投身
一场场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进
程中， 为 “讲述中国故事、 弘扬
优秀传统、 赓续中华古老文明”，
指明了路径。

作为资深的文保工作者， 自
卸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一职以后，
单霁翔便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
力， 投入到世遗文物的潜心研究
中。 本书就是他在参加 《万里走
单骑》节目之后，所集结的一本文
保日记。书中，单霁翔和他的同行
者穿越9省，先后参观、考察了12
处世遗之地。 既有作者沿途的亲
历见闻， 也有他对文物保护方面
的用心思考。 特别是对一代代中
国人不遗余力投身文化遗产方面
的保护， 作者更是表达着由衷的
敬意。 这些默默无闻的文保践行
者， 无论是土楼的夯土人、 西湖
的养荷人， 还是每天去苏州园林
遛弯的退休大姐， 他们都以自己
的身体力行， 倾情守护着中华大
地上那一颗颗璀璨的文化 “明
珠”。 可以说， 没有他们的倾力
付出， 就不会有今天文保事业上
的灿烂成就。

这些世遗之地， 有5000年文
明历史的良渚古城遗址， 有自然
风光与人文美景交相辉映的杭州
西湖， 有本土文化与国际文化中
西合璧的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

有被老外誉为 “天地之中” 的登
封古建筑群， 有徽派民居艺术的
典范皖南古村落， 有三千年炉火
不灭的黄石矿冶工业遗产……单
霁翔和他率领的 “布鞋男团” 深
入这些文明现场， 探究古迹古物
的文化渊源， 挖掘文物背后的千
年故事， 还不时与当地的文物保
护工作者和慕名而来的游客展开
历史和文化话题方面的互动。 通
过互通有无， 许多古遗迹、 古遗
址的潜在价值， 便在这种特定意
义上的文明互鉴中， 清晰显露。
比如， 考察世遗之一的四川都江
堰， 就给广大读者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 这是一座有着2270多年历
史的水利工程， 单霁翔深为它的
建造之妙而叹服。 在与当地文保
工作者的交流中， 他更是一再称
赞其 “是一个天人合一典范的水
利工程， 自行灌溉的智慧工程”。
千百年来， 都江堰一直以优异的
表现， 保障着成都平原的饮水、
抗旱、 行船、 灌溉， 至今还在造
福着当地的百姓。 基于此， 单霁
翔在书中疾呼： “我们有责任保
护好、 传承好这处世界遗产， 让
更多人来都江堰之后， 不仅仅是
旅游休闲， 更要了解一个世界遗
产的文化内核。”

面对一处处巧夺天工、 造型
独特的古迹、 古址， 单霁翔一方

面追索这些文物入选世界文化遗
产名录的深层原因， 另一方面，
又从各地不遗余力保护世遗文物
的努力付出中， 得到启发， 坚定
投身文保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如参观湘西老司城遗址， 一
开始， 单霁翔和他的同行者只是
被老司城精美的建制所吸引， 后
来， 经过深入的踏访， 又被它环
环相扣的奇妙布局所折服 ， 进
而， 又从该建筑的结构和功能入
手 ， 最终得出结论 ， 这座有着
800多年历史的土家族建筑， 不
仅镌刻着老司城数百年的历史，
同时也是西南少数民族聚落与当
时的中央政权， 加强价值观交流
的见证。 它体现了古代中国作为
统一多民族国家， 对西南的多民
族聚居地区 “齐政修教、 因俗而
治” 的独特管理智慧。 正是有了
这份古朴、 厚重的人文色彩， 让
老司城遗址从众多的 “申遗者 ”
中胜出， 从而成为绽放在世遗百
花园中的一朵绚丽奇葩。 而当地
向盛福老人痴情守护和宣传老司
城的善举， 更是深深感动着单霁
翔， 也激励着越来越多的有识之
士， 投身到这项颇有意义的文保
事业当中。

单霁翔说 ： “我有一个愿
望， 要让世界遗产融入国人的现
代生活， 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中
华传统文化， 让中国的世界遗产
以鲜活的文化姿态走向世界 。”
言为心声， 老单日记， 不但呈现
出单霁翔一片澄澈的文化初心，
还言说着悠悠的家国记忆， 小日
记， 大意蕴， 题中深意， 值得我
们反复品味。

———读单霁翔《万里走单骑：老单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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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榜样
□王艳云

我的父亲只活了57岁， 但却
深刻地感受到了新旧社会的不
同。他虽然只是一名普通的党员，
但却在日常生活中体现了价值，
在危难时刻彰显了力量。 父亲没
什么文化，但却是我心中的老师，
我身边的榜样。

父亲叫王贵存， 1929年出生
在延庆县康庄乡太平庄村。 3岁
那年， 他的父亲就去世了。 为了
生存下去，母亲带着他改嫁。过了
几年， 他的继父和母亲又生了三
个孩子， 一家六口住在不足10平
方米的土坯房里， 勉强度日。 父
亲16岁那年， 他的继父和母亲相
继去世， 那时他最小的弟弟才6
岁。 也就是从那年起， 他不得不
扛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 既当爹
又当娘。

1948年， 父亲在地里干农活
时， 被国民党抓了壮丁。 由于惦
记家里的三个弟弟， 更不满国民
党军阀式的统治， 父亲找机会逃
跑了。 几年的内战， 父亲看透了
国民党统治的黑暗， 做梦都想有
一个新社会。 东躲西藏过了一年
多， 终于等到了北京解放。 新中
国成立后， 父亲弟兄四人分到两
间东配房和15亩地， 有了真正意
义上的家。

日子安顿下来后， 父亲报名
参了军。 旧社会没钱读书， 在部
队终于有了学习文化的机会， 对
此， 他格外珍惜。 在站岗时， 他

把同音字提前写在手背上增加记
忆。 站流动岗时， 他就边走路边
写字。 一次下雪， 换岗的人惊奇
地发现地上有不规则的 “汪 、
王、 往、 望” 几个大字， 此事一
时在连队里广为流传。 经过一年
多的学习， 他成了连里的学习标
兵， 学习也成为了他一辈子认准
的事。 在我的记忆里， 父亲十分
重视孩子们的学习， 常说， “只
要你们肯学， 哪怕卖房卖地也供
你们上学。 有了文化， 才能为国
家多做贡献。” 在他的鼓励和支
持下， 我和妹妹都考上了大学，
总算没辜负爸爸的一片心意。

1951年的一天， 父亲在晚上
站岗值班时， 突遇洪水， 为了不
让国家财产受损失， 他冒着生命
危险带头搬运武器弹药， 因此受
到部队表彰， 荣立 “舍身抢救国
家财产” 三等功。 经过个人的努
力和组织的培养， 在部队， 父亲
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 每当提起
入党宣誓的情景， 他都显得那么
认真。 他说， 是党给他分了房子
和地， 使他有了一个新家， 他要
永远跟着党。 作为一名党员， 就
是要在危难时刻冲出来。

在父亲看来， 别人的事就是
自己的事。他常说：“再大的困难，
帮忙的人多了，也能克服。都是穷
人， 互相帮一下， 困难就渡过去
了。 当年从国民党军队跑出来，
要不是邻村韩大妈冒着危险把我

藏在柴禾垛里， 我可能早就没命
了。 咱要感恩， 要回报社会。”

上世纪80年代初， 农村资源
还很匮乏， 吃的用的都少， 有些
物品只有城里才能勉强买到。 有
一年冬天， 街坊李大爷病了， 和
父亲磨叨想吃西瓜。 如果是现在
不是什么难事， 可在那时就是一
件很困难的事。 父亲趁着倒休，
转了大半个北京城才在东单菜市
场买到。 李大爷吃到西瓜时， 还
以为是在做梦。 那时村里穷， 人
们买不起黄胶鞋。 父亲就去城里
的信托门市部买旧的轮胎鞋底拿
回家。 街坊邻居这个选一副， 那
个捡一双， 解决了乡亲们的做鞋
问题， 以至好长一段时间， 村里
人都叫他 “鞋底大哥”。

1986年 10月 ， 我大学毕业
了， 准备给退休在家的父亲买电
视， 让他好好享福。 可还没等我
发第一个月的工资， 父亲的脑血
栓犯了， 没来得及送医院人就不
行了。 一年后我买了电视机， 可
父亲再也看不上了。

父亲一生没有惊人的事迹，
但我依然认为父亲是我人生的老
师， 身边的榜样。 2006年， 我也
像父亲一样加入了党组织， 在平
凡岗位上发挥着一名共产党员的
作用。

岁月流逝，弹指算来，我已工
作了35年。 我很欣慰，这些年来，
我没有愧对父亲的教诲。

追梦人生
□徐光惠 文/图

上世纪60年代末， 我出生在
一个叫 “累丰村” 的小村落， 村
子不大， 荒凉而贫瘠。

家里人多， 生活入不敷出，
一大家人挤在两间低矮的房子
里， 父亲和母亲早出晚归为了生
计忙碌。 儿时没有电灯， 点的是
煤油灯。 天完全黑下来， 家里才
会亮灯。 母亲说， 煤油贵， 得省
着点用。

冬天 ， 风穿过墙缝往屋里
钻， 火苗东倒西歪。 老屋后面的
山坡是一片树林， 林子里有很多
坟堆。 半夜起来小解， 提着油灯
急慌慌地一路小跑。 有时害怕，
想上厕所也只能憋到天亮。 那时
心里便有了一个梦想， 渴望村里
通上电 ， 能照上明亮的电灯 。

我上初中那年， 村里终于通
电了。 天黑以后， “咔嚓” 一声
拉下开关， 灯泡唰一下亮了， 明
晃晃的， 阴暗的屋子变得亮堂堂
的。 我们在屋里跑来跑去， 奶奶
咧开掉牙的嘴笑了。 “电灯梦”
终于实现了， 明亮的灯光映红家
人的脸， 照亮贫瘠的村庄。

17岁那年， 我刚上高一。 父
亲突然来学校把我接回家， 让我
参加招工考试 。 “我 、 我想读
书、 考大学……” “你能保证考
得上大学？ 考不上怎么办？” 父
亲说。 我只得离开校园， 参加招
工考试成了一名国企工人。 我的
“大学梦” 从此搁浅。

我被分在一个偏僻小镇的汽
车站上班，工作单调枯燥，也没有
业余文化生活。 同事小玲说：“小
惠，我们去读电大吧，考试合格后
就可以获得国家承认的高等学历
证书。”

“还可以这样考大学？ 我能
行吗 ？ ” 我半信半疑 。 “试试
吧。” 小玲鼓励我。

那晚， 我辗转反侧， 藏于心
底的 “大学梦 ” 悄然萌芽 。 周

末， 我和小玲坐上汽车， 赶到20
多公里外的县城， 在广播电视大
学报了名。

我每周末坐车去学校听课、
记笔记， 晚上自学， 经过两年的
努力， 我顺利拿到了大专毕业证
书 ， 圆了我梦寐以求的 “大学
梦”。 我捧着毕业证书看了好多
遍， 眼里含着泪笑了。

1989年， 我和爱人结婚了 ，
婚房是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小
屋。 小屋在顶楼， 没有电风扇，
夏天热得像蒸笼 ， 晚上难以入
睡。 没有厨房、 厕所， 在狭窄的
过道煮饭、 洗衣服。 公厕在一个
土坡上， 又脏又臭。 我心中强烈
地企盼着， 要是能有个带厨房和
卫生间的家该多好啊。

1996年春天， 我们用全部积
蓄又找亲戚借钱， 买了一套70平
方米的房子， 两室一厅带厨房、
卫生间、 阳台。 搬新房那天， 亲
友都来庆贺， 跟过年一样热闹。
“新房梦” 终于如愿以偿， 我觉
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年少时我还怀揣着一个 “作
家梦”， 但这个梦却被生活的繁
琐牵绊， 深埋在了心底。 直到女
儿上小学后， 我终于拿起搁置多
年的笔， 开始写散文随笔， 一直
坚持投稿。

2011年 ， 我发表了处女作 。
第二年， 加入了当地作协。 慢慢
地， 发表文章越来越多， 文字功
底有了很大提高。 今年， 我成功
加入了市作协， 终于成了别人眼
里的 “作家”。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波
澜 壮 阔 ， 改革发展的成就令人
豪情澎湃， 人们生活水平蒸蒸日
上， 年过半百的我经历了半个世
纪， 与祖国同呼吸、 共命运， 亲
眼见证祖国日益强大， 追梦的脚
步永不停歇， 一个又一个普通人
的梦想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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