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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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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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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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负负嘱嘱托托 践践行行初初心心
□胡叙青

入党的意愿 ， 最初来源于
祖父的教 导 ， 记得那是2008年
秋， 祖父对我说： “你现在读大
学了， 也20多岁了， 可以在学校
申请入党。” 当时我对入党的认
识还比较肤浅， 听到祖父建议我
入党， 心里真是一片茫然。 祖父
接着对我说： “你看今年的冰冻
灾害、 汶川地震， 都是党员带头
冲在前面， 你要多看看电视上
的时政新闻 ， 多了解党员的模
范事迹……”

祖父是村主任， 也是一名党
员， 在任的那些年， 他带领村民
修渠道， 种植蔬菜， 带领群众脱
贫致富。 他优秀的品质潜移默化

中给我灌输着党的宗旨理念， 使
我对党有了一定的认识。 而我能
早日加入党组织， 成为祖父殷切
的期盼。

2008年12月， 我向所读大学
党支部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
书， 2009年初成为积极分子， 我
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团校、 党校培
训班培训 ， 开始接受组织的培
养。

毕业后， 经过一段时间的备
考， 我考上了县级的事业单位，
从事政策研究工作。 大学期间没
能成功入党虽很遗憾， 但我没有
放弃， 继续向单位党支部递交入
党申请书， 积极参加支部组织的

活动， 加强党的基本理论知识学
习， 进一步加深对党的理解与认
识。

从2016年底开始， 我积极参
与扶贫工作， 实现我所帮扶的10
户贫困户稳定脱贫。 帮扶期间，
我被组织确定为发展对象， 接受
组织进一步的培养考察。 从此我
始终保持饱满的工作热情， 时刻
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扶贫工作中， 我印象最深刻
的有两件事， 第一件是帮助贫困
户子女申请残疾证， 从开身份证
明、 医院做残疾鉴定、 政务服务
中心办理残疾证， 我全程帮忙办
理。 待贫困户领到残疾证后， 他

对我说： “小胡， 真的太感谢你
啦！ 现在我女儿每月都有护理补
贴， 还被村里纳入低保对象， 这
样可以为家庭减轻一些负担了。”
得到贫困户的认可， 我心里甚是
喜悦。

第二件是在脱贫攻坚战驻村
参与集中力量攻坚时， 我母亲因
为常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
急需手术。 住院期间我没有在医
院陪护她， 爱人打电话给我， 让
我无论如何都要赶回来陪母亲做
手术。 但因为村里集中攻坚任务

重， 我失约了。 作为儿子， 我没
有在母亲生病做手术时陪伴在其
身边， 虽有遗憾但我并不后悔；
作为一名党员发展对象， 能在艰
难时刻挺身而出， 我感到自豪，
我感觉越来越靠近组织了。

入党过程中， 我时刻牢记党
对我的培养和教育， 吃苦在前，
享受在后， 努力锻炼自己， 不断
提高自己的党性修养。 我还积极
参与新冠疫情防控值守， 为抗疫
和扶贫捐款。

经过自身的努力， 我端正了
入党动机， 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积
极向党组织靠拢。 今天， 我已是
一名正式党员， 我会要求自己不
断进步， 时刻铭记入党誓词， 不
忘初心、 牢记使命， 真正发挥一
名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
油多， 蛋白柔嫩， 油多尤为别处
所不及……平常食用， 一般都是
敲破 ‘空头’ 用筷子挖着吃。 筷
子头一扎下去， 吱———红油就冒
出来了。” ———汪曾祺。

在吃到父亲腌制的咸蛋之
前，我一直以为，天底下最好吃的
咸蛋被封印在汪曾祺的文字里。

家乡一入夏， 素有 “挂蛋”
习俗。 记得儿时， 立夏之前， 家
里的女人们早早就用五色丝线打
好了络子， 一大清早， 挑上一个
煮熟的咸鸭蛋， 装络子里， 挂在
自家孩子的胸前 ， 寓意小孩不
“疰夏”。 并嘱咐道： “等什么时
候肚子饿了， 就自己剥了壳吃。”

可孩子们自有孩子们的玩
法 ， 他们拿着各自的鸭蛋 ， 玩
“对对碰”。 年长我三岁的堂兄自
幼生性狡黠， 用他的 “实心头”
撞击我的 “空心头”， 一碰就碎。
输家的蛋敲开分着吃， 而赢家的
蛋则继续留着 “战斗 ” ， 直至
“壮烈牺牲”。

彼时的咸鸭蛋， 都是婶婶们
从菜市场买来的， 并不是正宗的
高邮鸭蛋。 直至我参加工作后，
一个高邮籍同事从老家带来一大
盒特产咸蛋分给我们， 我才生平
第一次尝到高邮咸蛋的滋味， 果
不其然， 如汪先生所述： “一筷
子戳下去， 直冒红油， 吃在嘴里
也是沙沙的”。 一颗翻沙流油的
咸蛋 ， 配上一碗顺滑稠糯的白
粥， 想一下也馋哭了。

前两年， 刚入夏， 父亲就开
始着手腌制鸭蛋。 他先去菜市场
挑选椭圆、 光滑、 品相上好的麻
鸭蛋。 一个个刷洗干净后， 进入
下一道工序———腌渍。 “贪图省

事可以用盐水腌渍， 但不如黄泥
腌得香。” 父亲说， 他去附近湖
畔挖了点黄泥带回家， 用花椒、
食盐等佐料熬一锅汤水， 将黄泥
融成黏稠的盐泥。 再将鸭蛋放白
酒里滚一遍 （用白酒滚过的鸭蛋
才能出油），裹上盐泥，逐个放入
瓦罐内，将坛口封严。等上一个半
月，就可以开吃了。父亲腌制的咸
蛋咸淡适中， 蛋黄也是稠稠的溏
心状，且空口吃，一点儿都不齁。

很多年前， 因为家庭变故，
祖父拖儿带女到苏北一个贫穷乡
村生活。 住的是泥墙草顶的简易
茅棚， 吃的是清汤寡水的粗茶淡
饭， 过惯了精致生活的老少爷们
儿哪里吃过这等苦头。 但日子总
是要过下去的， 为了改善一下伙
食， 给儿女们开开胃、 解解馋，

祖父想出一个主意， 他挎上空竹
篮， 挨门挨户向当地村民收购新
鲜鸭蛋。

“申大爷， 收蛋来啦！” 每
次看到祖父走近自家门口， 村民
们争先恐后地把自己平日里舍不
得吃、 积攒下来的鸭蛋拿出来，
换取一点额外的收入贴补家用。

以前 “衣来伸手 ， 饭来张
口” 的祖父， 居然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一个一个腌制起了
鸭蛋。 父亲说， 祖父的咸蛋腌得
刚好， 蛋黄红沙流油， 蛋白滑如
凝脂， 咸得点到即止， 鲜得欲罢
不能 ， 就着一碗熬得稠稠的白
粥， 这大概是一家子在农村最奢
侈幸福的事情了。

祖父一边变着花样用咸蛋做
豆腐、 焗南瓜……一边又敦促儿
女背诵 《古文观止 》 和英语单
词。 所幸， 高考恢复后， 他的一
儿一女， 不负厚望， 一个考上复
旦大学， 一个被上海交大录取。

毋庸置疑， 祖父在最得意和
最艰涩的年代 ， 都是从容淡定
的， 他身体力行 “唯美食与爱不
可辜负”， 是一种积极乐观的生
活态度。

父亲曾在家族回忆录中写
道：“我对咸蛋， 有着一种特殊的
感情”。 区区一颗咸蛋，缘何让他
如此刻骨铭心。思来想去，我算是
明白了，它是“自己动手， 丰衣足
食” 的劳动之乐， 它是一家人相
濡以沫的天伦之乐， 它更是一段
艰难却又温暖的 “芳华” 记忆。

□陈赫

古人避暑
那些事

入伏之后， 烈日把地面烤
得滚烫， 柏油马路晒得发软。
树叶卷起， 蝉在树上热得直叫
苦， 声音由高变低， 沉重而缓
慢。 连鸭子都在河边树阴下乘
凉， 无精打采得连游泳都不愿
了， 大地像蒸笼一样， 热得使
人喘不过气来。 此时在家里吹
着空调， 成了最惬意的事情。
那么， 在没有空调的古代， 人
们又是如何避暑的呢？

“盛夏不销雪， 终年无尽
风。” 一把扇子， 可能是最能
体现古人度夏之精巧的物品。

古代扇子多是用竹编的，
古人称之为 “摇风 ” ， 又叫
“凉友”。据《古今注》记载，最早
的扇子出现于商代， 是用五光
十色的雄雉尾羽制成的， 故称
之为“翟扇”。 但此时的扇子并
不是用来拂凉驱暑的， 而是用
来遮阳挡风的， 插在车上也是
一种仪仗。 到了唐代， 绘画作
书的团扇已经相当流行。 男女
都用团扇， 在酷热的夏季， 几
乎人手一扇， 富贵人家的扇子
则更多， 扇面往往装饰精美，
有名家山水书法作品。

“眼逢银色界， 身落水晶
宫。” 炎炎夏日， 冰块自然是
必不可少的避暑神器。

中国的制冰技术非常先

进 ， 据考古发现 ，
早在周代就已经出
现了可储存冰块的
冰 窖 。 距 今 大 约
3600年前， 当欧洲
人还在部落之间纷
争时， 中国人便已
经开始藏冰， 到夏
天享受冰饮了。 而
到了战国时期， 中

国人还发明了 “冰箱”，
说是冰箱， 不过是隔水
冰镇的器具， 现在的名

称是冰鉴。 可以在里面冰酒或
者其他饮品， 在夏日中饮上一
口， 堪称绝味。

“瓷枕通灵气， 全胜玳与
珊。” 中国自古被称为 “瓷器
大国”， 而瓷枕也是古人的一
种降温 “利器”。

其实， 我国使用枕的历史
非常悠久， 《诗经·陈风泽陂》
中便有 “辗转伏枕” 的记载。
枕头作为日常睡眠工具， 自古
以来， 材质繁多， 类型各异。
古时睡觉的枕头， 与现时的大
相径庭， 除了最初的木枕， 后
来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原材料的
丰富， 逐渐有了玉枕、 陶枕、
漆枕、 瓷枕、 竹枕、 布枕等硬
枕头 ， 尤以瓷枕最为流行 。
“瓷枕” 的表面， 通常还会有
一层釉， 摸上去就十分冰凉，
而这也符合古人所推崇的 “寒
头暖足” 的养生之道。

“何以消烦暑， 端坐一院
中 。 眼前无长物 ， 窗下有清
风。” 说起古人避暑的最高境
界， 那无疑便是五个字———心
静自然凉。 静坐在庭院中， 屋
子里也无需放置太多杂物， 让
身体放空， 不去想人世间的纷
繁琐碎之事， 此时， 窗边自有
清风徐来。 心若静了， 暑便消
了， 这种豁达的心境， 是我们
今天的人少有的。

五千年的文明历史， 古人
的智慧， 早已远远超过我们的
想象。 即使在没有空调， 没有
电扇的时代， 他们依旧安然度
过炎炎夏日。 我们应该学习他
们的智慧与豁达， 夏日悠长，
凉由心生慢慢过！

咸蛋香里说“芳华”
□申宫晶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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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
党

我
的

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