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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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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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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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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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故事

1987年9月 ， 我就读于铁路
中学。 当年学校图书馆创办了一
份油印报纸———《阅读导报》， 我
有幸担任了校报副总编一职， 因
此有机会跟学校的党支部和党员
打交道。

当时， 学校党支部还没有发
展学生党员一说， 不过， 作为校
报的副总编， 我可以近距离采访
党支部开展的活动， 比如旁听党
课、 参加党员义务劳动等等。 从
那时起， 我知道了党章、 知道了
“三会一课”， 这些为我日后入党

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1990年的10月， 我告别了学

生时代， 步入社会参加了工作。
机缘巧合， 在我参加工作的第二
年 ， 我当上了单位的团支部书
记， 因此我和单位的党支部又有
了密切联系。

在工作中， 每当我遇到困难
的时候， 都会第一时间找党支部
王书记帮忙。 作为单位的党支部
书记， 她总是热情似火， 不但在
工作方面伸手相助， 还在思想方
面帮助我进步。 记得王书记对我

说过： “你现在是单位的团支部
书记， 应该积极要求上进， 争取
早日入党 ， 为青年团员做出表
率。” 王书记动员我写入党申请
书， 但我总觉得自己还没有达到
党员的要求， 始终没写入党申请
书， 与党员的身份擦肩而过。

1996年的3月 ， 由于工作调
动， 我来到一个新的部门。 工作
中 ， 我发现部门里的党员真不
少 ， 他们大部分是部队退伍军
人， 有军人的果敢作风， 遇到困
难抢着冲在前 ， 这让我很受触

动， 也想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
单位领导了解到我的想法以后，
找我谈话说： “你本身就有一定
的基础和优势， 不仅要像部门的
优秀党员学习， 更应该在思想上
要求进步， 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赶快写入党申请书吧。” 在领导
的鼓励之下， 我写了人生中第一
份入党申请书。

此后 ， 我积极参与党课学
习、 按时提交思想汇报。 2006年
2月，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 我
终于当上了预备党员。 当党支部
宣布批准我为预备党员的时候，
我热泪盈眶、 感慨万千。

2007年的2月 ， 我从预备党
员转正为正式党员。 从那一天开
始， 我便有了生命中的第二个生
日 。 这个政治生日意义十分重
大， 时时提醒我努力工作、 认真
学习、 遵守党章、 不忘初心。 现
如今， 我已是拥有14年党龄的老
党员了， 回忆过去、 展望未来，
我心中充满了无穷的力量。

难忘政治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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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梁军

在冬天与春天相遇

□刘平安

冬天的时候， 想起春天，
想起春天的那些夜晚： 雨水滴
答打着窗台、 积水里间断的蛙
声 、 忽见果园一夜而发的新
芽 ， 还有暖暖的风软软地刮
着， 让人觉得无比温暖。 鲁米
的这本诗集 《在春天走进果
园》， 有春所有的模样， 让你
在冬天也可以与春天相遇。

这本书由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 翻译家梁永安翻译。 依
据不同主题 ， 全书分二十二
章， 内容清净、 随和， 文字优
美、 雅致。 随便翻一页来读，
诗歌里的文字， 相融于爱与自
然里。

读诗， 是我睡前必做的一
件事 。 床头的诗集换了许多
本， 那些长长短短、 极富韵律
与意境的句子 ， 读起来很舒
服， 给人以抚慰与暖意。 我在
书店挑选诗集的时候， 随意翻
到鲁米的诗集， 开篇那句 “让
自己虚空， 好能像芦笛一样吹
出妙韵。 让自己虚空， 好能像
芦笔一样写出奥秘。” 抓住了
我的思绪。 诗人将自己化身为
中空的芦苇， 制成笛子、 制成
笔， 人与自然融于一体， 让人
在和谐中体悟到生命之美。

这些诗里， 我最爱春天那
些灵动的诗句。 绿油油的春天
“从另一世界， 步履踉跄地走
来”， 风信子与茉莉花漫步山
间， 丁香与柳树互相问好， 这
时 “斑鸠飞来， 问： 在哪里，
朋友在哪里？ 夜莺用肩膀， 指
一指玫瑰。” 春天又来了， 生
命和山泉一同勃发而出。 花香
沁入卷卷诗歌， 随风飘扬， 让
所闻之人无不为之欢欣起舞，
这些句子点燃了冬日沉沉欲睡
的生命。

春日， “在石榴花丛中，
有光， 有酒， 有石榴花。” 诗
人说， “你不来的话， 这一切
都了无意义。 你来了的话， 这

一切也会变得了无意义。” 这
些句子， 仿佛一位相识已久的
朋友 ， 在春天 ， 缠着我说 ，
“外面的天气真好， 花开得也
好 ， 不去看看 ， 实在太可惜
了。 去外面看看吧！ 错过了，
就要等明年了！” 不禁令人想
起王国维那句 “最是人间留不
住， 朱颜辞镜花辞树”。 两位
诗人的想法不谋而合， 要世人
珍惜眼前的景色， 美景终究留
不住， 包含着惜时的劝诫与哲
思。

这些诗里 ， 有寂寂的沉
思、 密密的寻索， 那些富有韵
律的文字， 透出生命的热度。
面对小草 ， 诗人缓缓地说 ，
“同一阵风， 拔起了树， 却让
小草生辉。” “斧斤从不担心
树枝有多粗， 再粗的树也会被
它砍成片片， 但它却不伤害树
叶。” 鲁米思索着， 弱者再弱，
凭借至弱之身， 勤自锻炼， 久
之， 也会由弱变强， 原来柔韧
才是世间最坚硬的东西。

面对朽坏的大门， 诗人说
鸟儿学会飞翔， 是 “它们掉下
来， 又掉下来， 终于获得了翅
膀 。” 实则在说 ， 大门朽坏 ，
是大门启闭得不够勤快。 门和
鸟如此， 万物皆如此， 精于勤
而荒于嬉。

面对自己， 诗人说， “想
象你是一头在森林里独行的
虎 。 在寻找食物时 ， 你最威
风。 少跟夜莺和孔雀厮混。 前
者只有声音可取， 后者只有颜
色可取”。 知道自己不同于他
人， 不必艳羡和嫉妒， 成为自
己 ， 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了。

鲁米的文字， 趣味十足，
意蕴深远， 不同的人， 不同的
心态 ， 读出来的意味都有不
同。 在冬天， 伴着春天里的诗
歌， 温热的文字可以让人安稳
入眠。

———读鲁米《在春天走进果园》

北京 ， 立冬前夕 ， 初雪降
临。 有点猝不及防， 又像如约而
至。

山舞银蛇， 原驰蜡象。 雪花
带来童话般的世界， 也将思绪带
到了孩童年代。

民谚曰： 十月一儿， 棉堆堆
儿。 也就是说， 进入农历十月，
迈入严寒冬天， 棉袄、 棉裤、 棉
靴该上场了。

小时候， 母亲每年都会给我
做棉袄、 棉裤和棉靴。 既然是棉
的， 里边填充的自然是棉花。 虽
然看起来很臃肿， 但穿起来很暖
和。

棉袄、 棉裤、 棉靴做起来都
很麻烦， 但这对于当年的母亲来
说， 不在话下。 很多时候， 母亲
在夏天时就已经开始准备家人们
的冬衣了。

棉袄、 棉裤是很难做的， 难
就难在要量体裁衣， 衣服的尺寸
要比实际身材的高矮胖 瘦 宽 绰
些 ， 因为棉衣里面要装棉花，
一来为了让棉衣不至于 穿 起 来
小了 ， 二来孩子们长得太快，
省得来年就穿不上了 。 做棉衣
前， 棉花还要提前弹一弹， 否则
棉太硬， 穿在身上不暖和。 有些
年的冬天太冷 ， 母亲还会做夹
袄， 就是不带袖子的那种， 套在
身上， 可以护住前胸后背， 特别
温暖。

最难做的是棉靴。 因为棉衣
外边还要套外套、 裤子， 即使不
好看 ， 暖和就行 。 而鞋子要外
穿， 既要保暖， 还要好看。

小时候， 农村孩子们都爱穿
“方块儿靴”。 就是鞋的前脸和后
跟分别是两块中间充了棉的厚布

块儿， 然后缝在一起。 其中， 后
跟的那块是长条状的， 前面伸出
来的地方打上眼儿 ， 可以穿鞋
带。 而鞋底子， 有的是选用车轮
的橡胶带， 有的是母亲一针一线
纳的千层底。 因为小时候穿鞋太
费， 母亲总是给我用橡胶带做鞋
底， 然后再垫一个手工缝制的棉
鞋垫。

母亲做的棉鞋样式好看， 就
像现在的皮鞋一样。 现在想来，
母亲一个不识字、 没上过学的农
村妇女， 能做出如此合身的棉衣
和至今看来都不落伍的棉鞋， 实
在是太了不起了！

有了棉袄、 棉裤和棉靴， 一
个冬天就不用担心寒冷了， 尤其
是脚特别暖和， 不会皴裂、 不会
冻烂， 更不怕在白雪皑皑的雪地
上撒野。

如今， 随着化纤针织等工业
技术的不断发展， 以及人们生活
水平的提高， 孩提时的棉袄、 棉

裤和棉靴早已不再穿了， 冬季御
寒的衣服各式各样 、 保暖又时
髦。 但每年冬天， 我总能想起母
亲在夏末秋初温和的阳光下、 在
深秋初冬夜晚的油灯旁， 一针一
线给家人做棉袄、 棉裤和棉靴的
样子。

每每想起这些， 我总告诉自
己， 无论从山沟走出多久多远，
都不要在浮华的城市里迷失了方
向、 尘封了良心， 都不要忘记为
什么出发、 出发去哪里。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
小时候， 总是嫌棉袄、 棉裤、 棉
靴太笨拙、 太难看而哭闹， 现在
想来， 那时真是太不懂事了， 那
一针一线， 都是娘对儿满满的爱
啊。

又是冬天。 地白风色寒， 雪
花大如手 。 远在家乡年迈的父
亲 、 母亲 ， 早已穿上厚厚的冬
装 。 愿他们在这个冬天暖暖和
和、 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

□王文武 文/图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慈母手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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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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