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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兵

□苏雪莲 文/图

红色故事暖人心

只只因因是是一一名名共共产产党党员员
□朱珠

多年以前， 成为一名共产党
员就是我心底的梦想。 从高中到
大学 ， 我写过好几份入党申请
书， 多次参加学校组织的党校学
习， 一次又一次被共产党艰苦奋
斗的历史震撼和触动 。 岁月如
梭 ， 我离开校园 ， 走向工作岗
位， 这份理想和信念始终陪伴着
我。 2017年， 我成为一名社区工
作者， 身处基层一线， 时刻为居
民诉求服务。 在那些最琐碎、 最
细微的工作中， 我经常被身边普
普通通的共产党员所感动。

2020年初， 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打乱了许多人的生活。
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的我， 看着
新闻中武汉 “封城” 的消息， 年
夜饭和春晚也无法打消我深深的
不安。 而一条停止休假全体返岗

的短信， 反而让我平静了下来。
大年初一， 我和我的同事们踏入
了疫情防控的战场。

那时的我还是一名入党积极
分子。 当我迈进办公室， 第一眼
看到的就是大年三十值守到后半
夜， 一早又部署防控工作的社区
书记布满血丝的双眼， 同事们也
是全员到岗。

大年初一， 我们的任务就是
挨家挨户贴上疫情防控排查提示
的一封信， 一个电话一个电话联
系每一户居民， 确认离京返京情
况和健康排查， 从早上10点到晚
上10点， 语速越来越快， 声音越
来越嘶哑。 居民们从最初接到电
话的疑虑， 到口口相传 “抢答”
我们的问题， 电话一个个接通，
天色已晚， 我稍作休息， 隔壁的

办公室 ， 副书记正在和家人通
话。 她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也不
过是只大我一岁的年轻妈妈， 返
岗仓促， 两个还没上幼儿园的宝
宝只能留给老人照顾 。 视频那
头， 是老人的嘘寒问暖。 我听到
她故作轻松地告诉老人一切顺
利， 也再三嘱咐尽量不要外出。
挂电话前， 我听到这个年轻的女
孩对家人说： “放心吧， 您闺女
毕竟是一个共产党员。” 在这样
的场景下听到这句话， 我的心中
是说不出的滋味， 但也感受到一
股强大的力量。

这样的国家， 有这样一群普
通人， 在平凡的岗位上勇敢扛起
责任和担当， 只因是一名共产党
员。 拥有9000多万共产党员的国
家， 又有什么不能战胜的呢？

那时的我不会想到， 这场战
役一直持续到此时。 而我也在这
场战斗中不断成长着。 在一级二
级防控要求下， 我们值守社区门
岗， 从寒冬到盛夏， 从清晨到深
夜。 日复一日的防控工作， 似乎
每天都一样 ， 每天又都不太一
样 ： 有时我是社区门岗的守门
员， 有时我是疏导居民焦虑情绪
的接线员， 有时我是服务居家隔
离人员的快递员， 有时我是最新
政策传达的通讯员。 辛苦不必多
说， 委屈不必多言。 与此同时，
社区退休党员们站出来了， 下沉
党员来了， 社区在职党员也来报
到了。 有人说， 疫情是一场生动
的思政课， 是一次治理能力的大
考。 对我而言， 身边的每一名党
员都让我更加坚定自己入党的信

念。 他们让我相信， 我们的党是
先进的， 是充满力量的， 是不可
战胜的。

2020年7月1日， 我们在社区
党建长廊召开了一次特殊的支部
大会， 就在这一天， 我成为一名
预备党员。 身份的转变， 于我意
味着更大的考验。 在这一年的预
备期间， 我更加努力工作， 为居
民服务， 为群众解忧。 我也不断
学习党的历史和理论知识， 对比
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 “中国共
产党为什么能”， 这个问题在我
心中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出答案。

2021年 7月 ， 我预备期满 ，
成为一名正式党员。 中国共产党
走过百年风雨， 不忘来时路， 而
我也会带着那份初心 ， 努力前
行， 奋斗终身。

公公婆婆都是非常倔强又要
强的人， 两人就像针尖对麦芒，
吵吵闹闹过了大半辈子， 动辄为
一点小事大动干戈， 争得脸红脖
子粗。

最近几年， 公公婆婆的身体
和精力大不如从前， 性子也变得
平和 ， 双双收敛了年轻时的火
爆， 两人出门总是相跟着， 一个
离不开另一个， 我们都开玩笑说
他们真像连体婴，听了这话，公公
嘿嘿地笑，婆婆还有点不好意思。

去年12月中旬的一天， 公公
一觉醒来后 ， 发现一侧脸颊剧
痛， 看东西重影， 又过了一天，
公公的两只眼睛都睁不开了， 眼
神经不能控制上下左右四个方向
的运动， 想看东西时， 需要用手
把眼皮用力撑开才能勉强看到。

公公还算乐观， 说大不了就
瞎了， 好多盲人不也好端端地活
着。 婆婆的情绪却崩溃了， 愁得
好几天都没睡着， 伤心地对我们
说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以前为
什么不对公公好一点呢， 现在心
里后悔死了。

公公住进了医院， 因为没有
床位， 暂时住在医院的过道里。
我们要陪床， 婆婆坚决地把我们
赶走 ， 说怕影响我们第二天工
作。 婆婆哽咽着说： “以前老头
子看得见的时候， 天天和他吵，
现在他看不见了，心里真难过啊。
回家去也是牵挂他， 吃不下睡不
着，还不如留在这里照看他。 ”

眼睛看不到之后， 公公的动
作变得笨拙多了， 因为头晕， 他
走路总是歪歪斜斜的， 婆婆用一
米五五、 七十三斤的瘦小身体努
力支撑着又高又胖的公公。 看着

公公婆婆跌跌撞撞的背影， 我的
心里非常难过。

婆婆每天帮助公公刷牙洗脸
上厕所， 细心地把饭菜吹凉了喂
到公公嘴里， 把水果剥好送到公
公手边， 晚上睡在公公床边的小
沙发上， 一有点儿动静她都立刻
赶到公公身边。

因为突然失明， 本来风风火
火、 雷厉风行的公公只能终日坐
在病床上， 他的情绪变得很不稳
定， 经常大发脾气， 有时还乱扔
东西。 曾经一点就炸的婆婆变得
温柔而隐忍， 她总是陪着笑脸，
守在公公身边， 耐心地安慰、 开
解公公， 给公公讲讲笑话， 扶着
公公在走廊里散散步。

由于病情不见好转， 公公的
脾气越来越差， 婆婆的眉头也越
皱越紧。

前几天 ， 我去给公公送鱼
汤， 无意中听到公公婆婆正在讲

悄悄话。 公公说： “我的眼睛好
不了了， 不想拖累你， 我们离婚
吧。” 婆婆拉着公公的手， 哭着
说： “我不会离开你的， 一辈子
相依为命地过来了， 老了老了我
怎么能和你分开， 老头子， 你别
担心 ， 从今以后 ， 我就是你的
眼。 别害怕， 一切有我呢！”

刚强了一辈子的公公流泪
了 ， 婆 婆 急 急 地 为 他 擦 去 泪
水：“老头子，你可不能哭，你的眼
睛不能受刺激啊！”

我提着饭盒， 看着两个头发
花白的老人相拥而泣， 心里说不
出的难过， 又说不出的感动。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说出
来只需要几秒钟， 做到却需要一
辈子。

公公婆婆风风雨雨五十载，
生育了四个儿女。 虽然磕磕绊绊
过了大半生， 但到了晚年终于懂
得彼此珍惜， 宁静相守。

《红色的起点》 是著名作
家叶永烈在收集有关中共 “一
大” 资料后所著的长篇纪实作
品。 全书以浓墨重彩的笔墨聚
焦于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后的时
代风云， 以图文并茂的方式，
相继披露了中国共产党建党及
中共早期领袖人物的命运沉
浮 。 翔实的资料 、 清晰的考
据， 对于研究党的成长轨迹，
领略党在创立之初的历史风
采， 极具史学价值。

叶永烈将查阅资料与深入
采访相结合， 采用 “T” 字型
结构 ， 既写横剖面——— 1921
年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断代史，
也写及纵剖面———中共 “一
大 ” 代表们后来的命运和结
局， 给人以历史的纵深感。 作
家穿越近百年的时空隧道， 以
一个个历史小故事的方式， 将
建党前后的峥嵘岁月和建党元
勋们的政治生活紧密联系在一
起， 真实地还原了那段激情燃
烧的岁月。

全书在历史真实和艺术真
实上达到了合理的平衡， 既有
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理性的
书写， 也有发挥艺术想象， 运
用文学手法， 对那些历史细节
进行的情景再现。 在写作的过
程中， 作家摒弃了个人的先入
为主， 将笔下的事件和人物始
终置于时代的大背景之下， 通
过他们的一言一行和现身说
法， 让这些原本尘封的大事件
和互不相干的历史名人， 一下
子变得有声有色起来。 加之作
家绘声绘色的描写， 全书中所
讲的每一个历史小故事， 无不
以鲜活的形象， 扣人心弦的情
节设计 ， 紧张刺激的现场氛
围， 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 这
无疑大大增强了故事的感染力
和本书的说服力。

通过阅读本书， 让我们对
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基因和革命
理想信念， 都有了进一步的认
识。 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复杂多
变的政治环境下能应运而生，
决不是一时的偶然， 而是顺世
界之潮流、 谋时代之发展的历

史必然。 中国共产党自从诞生
在中华大地之后， 中国革命的
这颗红色种子便破土而生 ，以
燎原之势， 一步步茁壮成长起
来。 它顺应时代的客观要求，
所确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
祉的宗旨， 为它赢得了最广泛
的群众基础， 这也是党为什么
历经坎坷曲折， 始终都能赢得
百姓拥护和爱戴的根本原因。

作为一本史学性较强的党
史读物， 该书让我们对中国共
产党早期革命领袖人物有了全
景式的认识 。 他们中有李大
钊、 何叔衡这类意志如钢的共
产党楷模， 也有极个别在错综
复杂的斗争形势下出尔反尔甚
至变节者。 正是通过这种正反
两面的对比， 反而更加能够激
起我们对这些革命先烈的崇
敬 ， 懂得珍惜现在的幸福生
活， 从而， 进一步增强对中国
共产党的热爱之情。

从党史教育的角度而言，
《红色的起点》 也以极强的现
实寓意， 给广大党员干部和群
众上了一堂生动的党史课。 它
回答了 “中国共产党从哪里
来 ， 建立了什么样的历史功
勋” 等根本性问题， 而且， 还
揭示出党的奋斗宗旨是什么。
读者通过阅读本书， 在学史明
理中， 不仅能进一步增强对党
的认识， 而且， 还能激发起内
心的奋斗之志， 坚定听党话、
跟党走的理想信念， 为开创更
加美好的未来而不懈努力。

在 “七一 ” 期间 ， 手捧
《红色的起点》， 沉浸于那一个
个红色的故事里， 党的形象在
我们的心中越发变得高大起
来。 “唱支山歌给党听， 我把
党来比母亲”， 愿您带领十四
亿华夏儿女披荆斩棘， 去夺取
改革与发展进程中的新胜利。

入
党

我
的

故事

———读叶永烈《红色的起点》

■家庭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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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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稿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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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