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稿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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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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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稿启事

□马亚伟 文/图

在心里生把火

□李钊

———读《一个女孩朝前走》

“七一勋章” 获得者黄
文秀作为新时代青年党员干
部的优秀代表， 在脱贫攻坚
一线挥洒汗水、 忘我奉献的
故事，大家都已十分熟悉。但
是， 她为什么那么坚韧与阳
光？ 她为什么放弃了在大城
市发展的机会而选择回到偏
远农村照亮他人？ 她又经过
了怎样的成长之路？ 当读完
阮梅的 《一个女孩朝前走 》
后，我想自己找到了答案。

《一个女孩朝前走》 是
儿童文学作家阮梅受中国作
协委托完成中篇报告文学
《文秀， 你是青春最美的吟
唱———寻访 “时代楷模” 黄
文秀生命成长足迹》 后， 全
新创作的一部儿童文学。 她
顺着黄文秀的生活轨迹， 挖
掘黄文秀参加工作前的故
事， 以细腻、 温润的文字和
细节， 完整展示黄文秀从平
凡女孩到时代楷模、 全国优
秀共产党员、“七一勋章”获
得者的成长之路， 呈现出黄
文秀在艰难困苦中仍然葆有
的明亮向上的青春精神。

黄文秀出生于十分贫困
的偏远村落， 受益于国家异
地扶贫搬迁政策， 他们一家
得到摆脱贫困的机会， 举家
搬迁到县城， 得以将对美好
生活的期盼种到城郊的芒果
地里、 将对未来的希望播在
绢纺厂子弟学校中。 在黄文
秀读完大学后， 她更因国家
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
划带来的机会， 成功考取了
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
生。 她的学识不断积累和提
高， 也让她心灵的重量随之
增长。 研究生毕业后， 懂得
感恩的她放弃留在大城市工
作的机会 ， 回到了革命老
区、 国家深度贫困地区广西
壮族自治区百色市， 反哺家
乡 ， 在百坭村担任第一书
记 ， 期间 ， 她帮助88户418
人成功脱贫。

每一个孩子的启蒙教育
都是从家庭教育中开始的 。
黄文秀的家庭是十分贫困
的， 爷爷奶奶年事已高， 母

亲常年患病， 黄文秀还有两
个正在学龄阶段的哥哥和姐
姐， 全靠父亲赶马驮货和种
地撑起偌大的一家子。 但困
境没有压垮一家人， 黄文秀
是在奶奶的背上和笑声中长
大的， 父亲努力寻找改变生
活境遇的途径， 哥哥姐姐将
走向更高学府的求学机会让
给了她， 二伯、 姑姑不顾私
利、 牢记共产党员身份的事
例更是深深地感染着她……
一家人为改变命运所付出的
艰辛努力、 与命运抗争的精
神， 滋养着黄文秀骨子里的
善良、 坚韧和阳光， 支撑她
在追逐个人与家国梦想的路
途中， 闪烁出生命绚丽的光
芒。

黄文秀在感念恩师郝海
燕教授时写道： “是她一点
点地帮助我， 使我超越了表
面肤浅的认识， 深入到事物
实质性的认知 。” 在她成长
成才的过程中， 曾幸运地遇
上多位品德高尚、 善于引导
的好老师， 为即将初中毕业
的学生上社会生活启蒙课 、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
的黄灯老师 ； 为她解答过
“当代青年的人生价值在哪
里” “怎样才能把贫困地区
的经济搞好” 等诸多问题的
韦琳老师； 在学术上对她循
循善诱， 精心教导， 鼓励她
返回家乡、 建设家乡、 改变
家乡的郝海燕教授。 一位位
优秀教师， 除了给她传递知
识， 更引导她树立了远大的
志向， 教会她做一个大写的
人。

回乡奉献， 谱写新时代
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是当之
无愧的时代英雄。 《一个女
孩朝前走》 以质朴无华的文
学语言， 让读者看到了英雄
是怎么炼成的， 并能从中汲
取她身上最宝贵的品质。

油灯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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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张淑兰

从我记事起， 父亲每天晚上
都会在煤油灯下看书。 有次， 我
好奇地问他 ： “您看的什么书
呀， 半夜还不睡？” 父亲望着我
那双迷惑的眼睛， 说： “来， 我
给你讲讲书上的故事 。” 于是 ，
也就是从那晚起 ， 在一盏油灯
下， 刘胡兰、 江姐、 张思德等一
个个闪亮的名字相继走进了我的
心 里 ， 他 们 有 一 个 共 同 的 名
字———共产党员。

其实， 我身边就有两个共产
党员， 那就是我的父母。 母亲一
生勤劳， 她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
每天晚上坐在煤油灯下缝缝补
补， 不止我们一家老小的衣服，
还有许多远亲近邻的衣被， 母亲

都为他们缝补过。 她常说， 党员
就是为大家服务的。 父亲是一名
铁路警察 ， 常年奔波在铁路线
上 ， 恪尽职守地保护着一方平
安。 在我的记忆中， 他常会在煤
油灯下小心翼翼地拿出钱， 交给
母亲保管。 有次我想要， 可是母
亲说， 那是她和父亲的党费， 这
个钱动不得。 那时， 我对这话不
甚理解， 直到上高中时， 我在书
上读到了一个故事： 长征途中，
有名红军倒在了厚厚的积雪中，
有人掰开他紧握的拳头一看， 里
面是一张党员证和一块银元。 这
名战士叫刘志海， 是一名共产党
员， 他要用仅剩的银元交最后一
次党费。 当时， 我被这名红军的

信仰所震撼。 虽然只是一块小小
的银元， 却凝结着一名党员用生
命写就的赤胆忠心。

父母为我树立了榜样， 也让
我看到了党员的样子。 从小学到
大学， 我一直勤奋努力学习， 然
后比照着父母的样子与同学和睦
相处， 积极参加一些社团活动。
大三的时候， 我打算向党组织递
交入党申请书， 可是母亲说， 我
的阅历太浅， 贡献也小， 离党员
的标准还有很大的距离。 当时，
我没把母亲的话放在心里， 仍在
积极准备材料， 最后背着母亲递
交了入党申请书， 结果考核没有
通过。

那次， 我有点心灰意冷， 觉
得自己学习成绩优异， 各方面表
现也不错， 为什么党组织就不接
受我呢？ 后来， 我和父亲去参观

延安枣园旧址。 在门窗斑驳的土
窑洞里， 映入眼帘的是破旧的木
桌、 木椅、 木床。 父亲说， 在革
命战争年代， 党员干部的生活很
苦， 但他们的精神世界却是丰富
的。 随后， 他指着木桌上的一盏
油灯告诉我， 当年， 这些党员犹
如油灯一般， 燃烧着自己， 照亮
着别人， 虽然在追求真理的道路
上遭受过磨难 ， 但作为一名战
士 ， 他们没有退缩 ， 而是以乐
观 、 顽强的精神战胜了一切困
难。 看着那盏静默的油灯， 我脑
海里浮现出枣园当年的闪闪灯
光， 在这灯光里， 我感受到了信
仰的力量。 回家的路上， 父亲指
着远处熠熠生辉的 “延安精神永
放光芒” 八个大字对我说： “好
好努力， 争取早日入党。” 父亲
是一个内心有光的人， 他在我眼

里， 就像一盏油灯， 指引着我前
行的方向。

参加工作后， 我不忘最初的
梦想， 牢记父母的嘱托， 在各方
面严格要求自己 ， 坚持吃苦在
前、 享受在后。 单位建厂房， 我
起早贪黑， 干起活来比男人还卖
力； 科室搞研究， 我一加班就是
几个通宵， 从无怨言； 谁家有事
说一声， 我丢下饭碗就去帮忙，
只要身边的人有需要， 我都会伸
出一双援助的手……终于有一
天，我通过了组织的考核。入党那
天，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眼前闪
出无数盏 “油灯”， 他们是视死
如归的女英雄， 是舍己为人的革
命战士， 是为人民服务的雷锋，
是任劳任怨的父母……这一个个
共产党员的光亮， 照耀着一代又
一代，催人奋进，给人力量。

今年， 是中国共产党百岁华
诞 ， 我在党 旗 下 重 温 入 党 誓
言：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拥护党的纲领 ， 遵守党的章程
……” 念着念着， 仿佛我自己也
变成了一盏油灯， 闪闪发亮！

那年冬天， 一向疼爱我的祖
母突然去世了。 她是在一个落雪
的冬夜去的， 没有一点征兆， 也
没有惊扰任何人 。 我 从 小 跟 祖
母长大 ， 她最疼我 。 听到噩耗
时， 我正在上班， 情绪突然陷入
悲伤的深渊。 偏偏那时候， 我工
作也不顺心。

伤心之下， 我离开了工作单
位回家， 打算辞职。 那年冬天特
别冷 ， 祖母的去世带给我的是
“雪上加霜”。 我终日以泪洗面，
不知道该怎样走出来。

房间里， 四壁冷冰冰的， 我
正对着墙壁默默垂泪 ， 父亲走
了进来 。 我赶紧擦干脸上的泪。
父亲说： “这屋你好久不住了，
冷吧。” 我点点头。 窗外的雪还
没有化完， 窗户的缝隙里还有风
冷飕飕地吹进来。 父亲坐下来，

语重心长地说： “天再冷， 要记
得在心里生把火 ， 这样就不冷
了。”

父亲给我讲起他们小时候的
故事。 他讲到祖母， 眼里的泪水
也止不住流下来。 父亲说， 他们
小时候家里特别穷， 祖父、 祖母
拉扯着他们兄弟七人， 日子过得
很艰难。 可是， 祖母从来没有沮
丧过。 有一年， 年景非常不好 ，
别 人 劝 祖 母 把 四 叔 过继给别
人， 这样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
可祖母坚决不同意。 她说， 再难
的关， 咬咬牙， 挺一下， 很快就
过去了。 祖父、 祖母带领着孩子
们种菜割草、 维持生计。 不管多
难的日子， 一家人都紧紧地依靠
在一起， 共渡难关。 我知道， 乐
观的祖母， 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
支柱。

我记得小学毕业时没考上重
点初中， 很灰心。 祖母得知了消
息， 就步行十里路， 跑到邻村我
的班主任家里， 要求让我再复读
一年。 祖母回来后， 乐呵呵地告
诉我： “你们老师都说了， 你脑
瓜聪明 ， 再考一年 ， 肯定能考
上！ 在哪儿跌倒在哪儿站起来，
加把劲儿！” 祖母还为我煮了几
只鸡蛋， 让我用筷子夹着吃， 说
这样就能考100分了。 祖母的做
法， 包含着她对我的美好期许。
第二年 ， 我顺利地考入重点初
中。 几年后， 考上了师范， 祖母
很高兴， 还宴请了亲戚们， 为我
庆贺。

我工作以后， 因为分配不如
意， 很多次向祖母诉苦。 她总是
劝我 ， 行行出状元 ， 不管干什
么， 都要好好干。 祖母不识什么
字， 她说的道理都是最简单最朴
素的。 可是， 我没能听进去。 干
工作总是带着情绪， 结果工作越
做越糟， 经常出差错。 而且每当
出现问题， 我首先想到的是工作
不适合我 ， 而不是从自身找原
因。 我知道， 如果祖母在， 她一
定会劝我： 在哪儿跌倒的， 在哪
儿站起来。

乐观的祖母一定不想看到我
伤心难过的样子。 我明白了， 父
亲给我讲祖母的故事， 是想用祖
母乐观的精神激励我。 父亲说的
“在心里生把火”， 这把火， 就是
乐观的精神。 心中有了希望， 再
冷的冬天也会熬过去的。

第二天， 我踏着积雪回到了
单位。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七一勋章”获得者
是怎样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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