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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的的入入党党故故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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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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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稿启事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李小雷 文/图

保修小丫 不让须眉

管窥符号里的文化中国

□刘小兵

———读赵运涛《符号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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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北京市 “职工技协
杯” 职业技能竞赛汽车维修工
（大客车） 比赛初赛圆满结束，
公交保修分公司四厂共有21名
选手晋级复赛。

在晋级选手中， 有一位小
姑娘格外引人注目， 她就是来
自保修分公司四厂直电组的女
职工张瑾。

张瑾今年24岁， 在公交保
修工作已经5个年头了。 虽然
她个子不高、 身材单薄， 又是
班组里年龄最小的， 但看似娇
弱的她， 在工作中和男职工一
样爬车顶、 钻地沟， 是个不怕
脏不怕累的 “女汉子”， 昔日
嫩白的双手早已磨出了茧子，
身上经常是一块块儿洗不掉的
油污。 工作努力认真的张瑾，
深得组长杨丽颖的 “真传 ”，
不仅专业技能非常扎实， 还把
自己工作中总结的小经验与班
组职工们分享， 带动大家一起
进步。

为了备战此次技能大赛，
将理论知识和实操技能学透、
记牢， 张瑾第一个报名参加公
交保修分公司四厂闫洪魁大师
工作室组织的赛前培训。

培训班上， 张瑾每次都刻
苦学习理论知识， 实操抢着动
手， 争着回答问题， 培训老师
一个眼神， 张瑾就心领神会、
举一反三。 培训老师每一个技
术要领、 故障难点， 她都记在
本子上， 并拍下照片留存。 课
下， 还上网查资料认真研读，
遇到不懂的问题总是打破砂锅
问到底。

功夫不负有心人， 短短一
个多月的苦练， 张瑾已经熟练
掌握了电驱动车油门踏板检
测 、 继电器检测 、 二极管检
测 、 IGBT模块检测和发电机
拆装与检修的实操要领和相关
理论知识要点。 在2021年北京
市 “职工技协杯” 职业技能竞
赛汽车维修工 （大客车） 比赛
初赛中， 张瑾沉着比赛、 正常
发挥 ， 考出总分93.25分的好
成绩， 成功晋级复赛， 成为公
交保修分公司所有晋级选手中
唯一的女将。

人小志气大， 在张瑾的影
响下， 保修分公司的职工一起
学技术、 练本领， 全厂上下掀
起了比、 学、 赶、 帮、 超的热
潮。

永远感恩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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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李全山

今年3月底， 因为工作需要，
我被公司党委调到党委办公室工
作。 时隔23年， 我又回到了自己
曾经的党务工作者岗位， 再次唤
起了我心底对党的感激、 感恩和
热爱之情， 也不禁打开了我的记
忆之门， 将我的思绪 “拽” 回到
了23年前。

1998年6月 ， 因单位经济效
益不好， 无法养家糊口， 我依依
不舍地离开了原来的政工工作岗
位， 通过朋友的介绍， 来到了燕
京 啤 酒 集 团 运 输 科 做 一 名 装
卸工。 当时正值夏季， 我随运输
大货车进城为客户运送啤酒。 骄
阳似火、 酷热难耐， 一天下来，

又累又乏。 回到租住的房屋， 躺
下什么也不想干。 但我没有扔掉
坚持了多年的写作爱好， 有时间
就把科里狠抓交通安全、 认真为
客户文明服务等先进的人和事
迹， 写成新闻稿件。 功夫不负有
心人 ， 不少稿件在报刊得以发
表。

由于写作特长， 集团党委慧
眼识珠 ， 将我调到公司宣传部
门， 专门从事对外宣传工作和内
刊编辑工作。 我如鱼得水， 干劲
十足， 认真采访， 采写了大量的
关于公司生产经营、 扩张建设、
科技研发等方方面面的新闻稿
件， 在市级以上报刊刊登， 提高

了品牌的知名度， 提升了企业的
社会形象。

在这个过程中， 我自费购买
了新闻写作书籍， 参加新闻函授
学习班， 边学边写、 边写边学 。
自2000年以后的10多年里， 我每
年都要在几十家市级以上报刊、
杂志、 网络等媒体， 刊登新闻稿
件上百篇， 多次被评为优秀信息
员 、 优秀通讯员和优秀宣传干
部。

2000年底， 我也从一名运输
装卸工， 成长为大型国企的中层
干部。 2009年5月， 我光荣地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 并多次在公司
的庆 “七一” 和年终总结表彰大

会上， 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和劳
动模范。

职业的成长， 企业的发展，
也为每个个体生活的改善和提高
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曾经无法养
家糊口、 走投无路的我， 经过了
十几年的努力奋斗， 现在有房有
车、 安居乐业。 而女儿也大学毕
业 ， 成为了一名文化传播工作
者， 让我很是欣慰。

回顾这一切， 我只有感激和
感恩。 我要感激党的正确领导和
国家的方针、 政策， 为大型国有
企业的发展和壮大 ， 指引了方
向、 奠定了基础， 创造了良好的
社会环境， 引领和推动企业不断

更好更快发展。 可以说， 没有党
的改革开放的政策， 就没有企业
的进步， 也就谈不上我个人的成
长； 我要感恩， 感恩所在公司党
委， 任人唯贤、 不问出处、 注重
能力， 为每个人的个人成长和发
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每名职工
施展才华、 实现梦想提供了坚实
的平台和后盾。

没有共产党 ， 就没有新中
国； 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百姓的
幸福生活； 没有共产党， 更没有
我 国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的 伟
大成就。 从一名运输装卸工人，
成长为大型国有企业的中层干
部， 这不仅仅是我个人努力的结
果， 更在于我赶上了好时代， 赶
上了这个 “海阔凭鱼跃， 天高任
鸟飞” 的时代， 赶上了中国共产
党 的 英 明 领 导 。 我 要 发 自 内
心 地 说一句 ： “你好 ， 中国共
产党！”

《符号里的中国》， 是北京
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博士赵运涛
的文化随笔 。 全书选取传世文
献、 考古发掘和民间信仰中最能
代表中国的100多个符号， 佐以
近300幅彩图， 通过诠释每个符
号的生成过程、 发展流变、 社会
影响、 寓意与应用， 形象地反映
出文化中国的绮丽多姿。

这些寓意深邃的符号， 有老
百姓家喻户晓的龙、 凤、 貔貅等
祥瑞象征， 有财神、 城隍爷、 灶
王 爷 等 守 护 神 ， 有 延 续 至 今
的 春 节 、 清明节 、 中秋节等传
统节日， 有天上、 人间等多维空
间想象； 有知识分子仰慕的河图
洛书、 太极图、 八卦图等神秘图
式， 有孔子、 老子、 屈原等流传
千古的人物， 有琴棋书画诗酒花
等雅致生活； 有少年儿童喜爱有
加的葫芦娃 、 孙悟空 、 哪吒等
“孩子王”， 还有普罗大众心驰神
往的天宫、 祝融、 鸿蒙等神话传
说。 近300幅图片则包含历代古
画 、 考古实物和手绘线图， 内
容涵盖神仙鬼怪、 士人风尚、 天
文历法、 岁时节日、 历史人物、
奇花异草、 飞禽走兽等等。 这些
符号及其图片 ， 从多个维度展
示了古人的心灵世界和生活图
景。

赵运涛在查阅了大量典藏古
籍的基础上， 参照众多出土文物
和民间传说， 运用丰富的史学知
识， 对至今仍鲜活在中国人记忆
中的100多个符号， 从文学、 历
史学、 考古学、 民俗学、 社会学
等多学科角度， 进行追根溯源似
的探究。 饶有趣味地解答了 “中
国龙 ” 与 “龙王 ” 并不是一回

事、 八仙过海中的 “八仙” 究竟
各显哪些神通、 八卦图是按照什
么顺序把八个卦组合起来的等疑
难。 对这些符号从产生到释义再
到整个流变的过程， 展开了系统
性的诠释。

他的解读既注重大众科普，
又能另辟蹊径 ， 有新意更有深
意。 譬如， 就大众熟知的 “龙”
与 “龙王” 的诠释， 就令人脑洞
大开。 在中国人的传统认知中，
龙是至高无上的象征， 历来被尊
称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 而龙
王是专事管理降雨的神兽， 两者
虽 都 是 神 话 传 说 中 的 祥 瑞 之
物 ， 但却有着本质的区别 。 在
赵运涛看来， “龙的形象是中国
古人不断加以发挥 、 创造的过
程 ”。 它先后经历了蛇身兽头 、
无足或一足、 从匍匐走向飞腾的
嬗变 。 在古代 ， 龙不仅代表王
权， 还寓意着一种尊崇。 而在民
间， 龙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 正
月十五耍龙灯 ， 五月初五赛龙
舟， 生活当中父母寄寓儿女的望
子成龙， 无一不赋予了龙无比尊
贵的意蕴。 至于龙王， 则是佛教
传入中国后， 与中国神话传说中
的龙相互结合后的产物。 后来经
过逐步演变， 龙王遂成了行云布
雨的神灵。 千百年来， “龙” 与
“龙王” 的形象， 一直烙印在国
人心中， 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当中。 就连我国四大名著之一的
《西游记 》 中 ， 有关 “龙 ” 与
“龙王” 的故事演绎也屡见不鲜。
通过探求这些 “最中国 ” 的符
号， 不难发现， 它们的产生、 演
进和递变历程， 除了彰显出古代
劳动人民的智慧之外， 亦鲜明地
展现出中外文化在互通有无中，
各美其美 、 美美与共的和谐至
境。 书中类似的诠释还有很多，
每探究与读懂一个符号， 对中国
的了解和热爱， 都会愈发变得炽
热。

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 “龙”
与 “龙王” 之外， 书中提及的如
凤凰、 莲子、 魁星等林林总总的
符号， 有的业已成为国人心目中
的吉祥物， 有的则成了圣洁高雅
的代名词。 透过这些个性各异 、
有着悠久历史的符号坐标， 不但
可以一窥中国古人的审美情趣，
还能从他们托物言志似的畅意表
达中， 观照出他们对幸福生活的
殷殷向往， 从而， 也能从他们格
物致知的美好寓意中， 深切地体
悟到这些符号的精神内涵。

100多个流光溢彩的符号 ，
虽然展露出的不过是传统文化的
冰山一角， 却宛如一面面色彩斑
斓的多棱镜， 真实、 立体地反映
出文明中国的多彩样貌， 其所映
射出的万千气象 ， 足以穿越时
空， 令人怦然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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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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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