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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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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故事

时节如流， 不经意间我入党
已经10年了。 在党的百岁生日之
际， 回首来时路， 除了感慨， 更
多的是感激。

我们这一代人， 自小生在新
社会、 长在党旗下， 从小就接受
着党的教育和熏陶。 但再多的理
论教育， 不如党员们实实在在的
言传身教。

我生在农村、 长在农村， 最
早接触到的党员， 就是小时候经
常到田间地头或入门入户为群众
解决问题、 困难和矛盾的大队书
记。 每当有群众因为浇田放水等
事情产生矛盾时， 大家伙儿说的
最多的就是———走， 找大队书记
评评理去 ， 他是党员 。 那个时

候， 党员为民服务的种子就悄悄
地植根在我的脑海里了。

成年以后， 尤其是大学开始
要求我们找工作单位实践的时
候， 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家门
口的村委会 ， 我渴望把多年来
“为人民服务” 的想法付诸行动。
当我参与了村里一些简单的事
务， 切身地感受到了党员的辛苦
和奉献， 以及帮助群众解决困难
和问题的成就感时， 我萌生了向
党组织靠拢、 加入中国共产党，
成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想法。

最初， 我对党员最多的理解
就是 “党员就是优秀的人， 是发
挥带头和榜样作用的人， 是帮助
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的人” 这样质

朴的观念。 后来， 在接受入党积
极分子培训期间， 看到一则关于
红军长征时期党组织的故事， 让
我更加坚定了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的决心。 长征过草地时期， 29名
负伤掉队的红军战士在一个寒冷
夜晚聚在一起， 某部三连副连长
李玉胜建议： “大家虽然不是一
个连队的， 但为了一个共同的革
命目标走到一起。 我们组建一个
临时党支部 ， 带领大家走出草
地。” 他的建议得到全体同志的
一致响应， 并推举他为临时党支
部书记。 有了党组织， 29名伤员
就有了“主心骨”，大家相互鼓励
相互帮助，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走
出了草地， 回到了组织身边。 这

个故事当时给我最大的触动就
是， 党就是信仰， 党员是国家和
人民的红色脊梁 。 自 那 以 后 ，
我坚持以更高更严的标准要求
自己， 严于律己、 率先垂范。

终于 ， 在 2011年 5月 22日 ，
我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 当我
站在鲜红的党旗下举起右手庄严
宣誓时， 感受到的不仅是党组织
的信任和肯定， 更是一步步的成
长和喜悦。

入党以后 ， 我历任多个岗
位， 一直扎根基层一线， 对党忠
诚、 诚实自律， 尽心尽力服务群
众， 发挥着一名党员的模范带头
作用。 多年基层工作经验教育了
我， “共产党员” 不但是响亮的

名号， 也是时代和组织赋予我们
的责任和使命。

站在新的起点上， 党员的标
准也在不断增加新的内涵。 习近
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和
嘉兴红船时教诲道， “我们走得
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今
后我也将继续踏实勤恳、 任劳任
怨地做好本职工作， 不辜负组织
的培养和群众的期盼。

重温自己的入党记忆， 是让
自己的信仰与脚步同行。 入党并
非一瞬即逝的几句宣誓， 也不是
一时之动作， 是我们一生的追求
和信仰。在我最青春的岁月里，许
下对党、对人民的庄重承诺，我将
作为毕生的奋斗去追寻和实现。

入
党

我
的

故事 □杜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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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好的时光许下承诺

推拿人生
赵师傅在朋友的店里做推拿

按摩师， 手艺好， 口碑不错。 我
颈椎不舒服， 朋友说： “来我店
里， 请赵师傅给你拿两把， 保证
你好。”

我来到店里， 按正常程序缴
费， 约师傅。 不一会儿， 赵师傅
开始为我服务了。 一上手， 力道
不错， 轻重适宜， 穴位按得准，
抓捏有法。 我僵硬的脖颈渐渐松
弛下来，有心情和师傅聊聊天了。

我对盲人按摩这个行业的技
师心存敬意 ， 他们虽然身有残
疾， 但克服种种困难， 以一双手
养活自己和家人， 这种自强不息
的精神常常感动我， 我从来不把
他们当作特殊群体。 而赵师傅的
故事更是一个普通人被命运洪流
裹挟、 冲刷、 摔打的过程， 他面
对人生低谷时的从容不迫， 让我
心生感慨。

赵师傅 ， 店里人都喊他老
赵， 本地人， 年轻时耳聪目明，
十八九岁跟随在甘肃兰州工作的
父亲去了大西北， 顶替父亲进了
钢铁厂， 做电焊工， 这在当时是
多少人羡慕的工作。 老赵很快娶
妻生子， 做了城里人。 工作中也
按规定戴了安全面罩， 但别人没
事 ， 偏偏他的眼睛几年后失明
了。 那个时候， 赵师傅也就四十
岁上下， 正值壮年。 一个生龙活
虎的人突然坠入黑暗深渊是什么
滋味？ 我没敢多问。 厂里送他到
盲校免费培训按摩推拿技术， 好
继续以后的生活。

问他厂里按工伤赔偿了吗，
赵师傅一笑， “少得可怜。 那时
候人哪儿想的到要赔偿啊， 人家

都好好的， 就觉得自己倒霉， 再
说厂里还把我送出去免费学技
术， 哪儿好意思再提要求。” 赵
师傅现在在厂里拿千八百块的生
活补助， 主要生活来源靠按摩推
拿手艺。

委婉探问赵师傅的妻子和儿
女 ， 赵师傅淡淡地说 ： “婚结
过， 眼睛坏了就分了， 不能拖累
人家， 儿子跟我， 大了， 也上班
了， 不习惯我们这小地方， 出去
打工了， 也好， 离他妈近， 有照
顾。” 问到人家痛处了， 我一时
找不到话头， 人家说得轻飘飘，
听的人心里却不是滋味： 光明被
黑暗代替， 幸福的家分崩离析，
亲人一个都不在身边， 人生的惨
淡莫过于此。

问他怎么不留在孩子和前妻
的城市， 说不定能有破镜重圆的
机会。 赵师傅毅然决然摇摇头。
他把人生分为两段， 失明前是一
段， 失明后另一段， 生命重起一
行， 调子不同了。

“我们这行靠手艺吃饭， 走
到哪儿都能养活自己的。” 赵师
傅自信地说。 年年岁岁为顾客推
拿时， 也把自己心里的疙疙瘩瘩
按摩散尽。

听他讲工作， 讲各地见闻，
讲人生起落， 好似听一位 “风雪
夜归” 的故人推心置腹， 自然、
平易 、 有味 。 一通推拿按摩下
来， 舒筋活络， 全身轻松。

起身致谢， 再环顾这家推拿
按摩店的里里外外 ， 干净 、 整
洁，师傅们个个穿得朴素、清爽，
没有一丝一毫残疾人的气息。

阳光照进每个人心里。

□王晓 文/图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读历史， 在一定程度上就
是读世道人心 。 如何在读党
史、 家国史的过程中， 读懂中
国人的精神气质， 进而读懂我
们的民族初心？ 文化学者关山
远的 《世道人心： 回到中国历
史现场 》， 以文化散文的方式
叙说着历史， 以人间正道是沧
桑的现实寓意， 为我们剖析着
他心目中的世道人心。

作者切入中国近现代史现
场， 通过对一系列重大历史事
件的回眸， 热情歌颂了无数志
士仁人和革命先辈为了国家的
富强、 为了民族的振兴， 在披
荆斩棘接续奋斗中， 谱写了一
曲曲气壮山河的凯歌。 全书在
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同时 ，
诠释了何为世道 ， 何为人心 。
作者指出， 中国共产党尊重历
史规律， 为人民谋幸福， 为民
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是为
“世道”；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
执政为民， 代表最广大人民的
根本利益，是为“人心”。

历史总在一路逶迤中滚滚
向前 。 全书从近代史的开端
1840年的鸦片战争起笔， 一直
写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中国
人民取得全民抗疫重大战略成
果为止。 在这场百余年的近现
代史中， 作者倾情书写了五四
运动、 南昌起义、 创立井冈山
革命根据地 、 二万五千里长
征、 “九一八” 事变、 百万雄
师过大江、 新中国成立、 抗美
援朝等一系列重大事件， 生动
刻画了林则徐、 左宗棠、 闻一
多、 焦裕禄、 邓稼先等一大批
忧国忧民， 为了祖国和人民利
益， 甘于奉献、 敢于担当的英
雄群像。 从他们“苟利国家生死
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凛然风
骨里， 巍然显示出中华民族自
尊自立、奋斗不止的精神气质。

近代的中国， 曾饱受西方
列强的欺凌， 血雨腥风里， 各
方势力、 各种政治流派纷纷投
身到振兴国体的运动中 。 然
而， 各种努力和尝试却最终都
无情地失败了。 直到1921年7月
1日， 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从此 ， 中国的面貌才焕然一
新。 作者将风起云涌的中国近
现代史， 放置于整个波谲云诡
的世界历史之中认真审视， 运
用 “史 ” 与 “理 ” 结合的方
式， 层层推演， 步步论证， 以
雄辩的历史逻辑， 深刻阐发了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
中国共产党” 这一颠扑不破的
真理。 从打响南昌起义的第一
枪， 到广阔的农村开辟革命根
据地； 从长征路上爬雪山、 过
草地， 到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
国； 从建国之初打破西方国家
的重重经济封锁， 逐步建立起
独立的工业、 国防体系， 到面
对突如其来的疫情， 本着 “以
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的宗旨
全力抗击疫情， 无数事实都证
明， 无论是救亡图存的旧民主
主义时期， 还是追求民族独立
的新民主主义时期， 抑或是赢
得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时期 ，
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时期， 唯有顺应世界大
势， 深刻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
运行规律， 树立人民群众是历
史的创造者这一根本思想， 充
分相信群众、 发动群众， 切实
以人民为中心， 才能团结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中国革命和
建设事业一个又一个胜利。

纵观风云激荡的中国近现
代史， 无疑， 中国共产党就是
全 中 国 人 民 最 可 靠 的 主 心
骨———艰难时必能逆流而上 ，
困苦时总能坚韧不拔， 风雨来
袭时始终能从容应对。 正如作
者在书中所总结的那样， “中
国共产党源自人民， 根基在人
民， 血脉在人民， 除了最广大
人民的利益， 没有自己特殊的
利益 ， 党和人民不是对立的 ，
而是一致的、 统一的。”

作者进一步指出， 从某种
意义上说， “读懂了中国共产
党的历史， 才会读懂中国的近
现代史； 同样， 读懂了中国的
近现代史， 才会读懂中国共产
党的历史 。” 正是秉持着这样
的初心使命， 中国共产党真正
做到了与广大人民群众同呼吸
共命运 ， 从而在心心相印中 ，
赢得了最广泛 、 最深入的民
心。

透过 纷 繁 的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作者无论是从历史追怀的
角度 ， 还是从理论剖析等方
面， 于见微知著里， 较好地展
现了襟怀高远的世道， 讴歌了
澄澈明净的人心。 在讲述历史
的同时， 用叙议结合的宏阔运
笔， 解读着一代代中国人的拼
搏故事， 点点滴滴之中， 无一
不观照出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
气象 。 回到中国的历史现场 ，
那些国事、 天下事， 关乎党心
民心的时代诘问， 我们从中又
获得了哪些思想启迪？ 看了本
书的答疑解惑 ， 自然豁然开
朗。

以史为鉴悟初心
□刘小兵———读 《世道人心： 回到中国历史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