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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爱情深
在我即将校对完出版社发给我写的父亲的回忆录《情

系长城———内蒙古徒步自费考察长城第一人高旺》一书的
大样时，一种思念的心情再次触动了我的内心。算算时间，
父亲离开我们竟然20年了，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我深切
体会到了父女之情的点点滴滴。这张照片是上世纪80年代
我随父亲去北京出版他的著作时，他带我去北海公园游玩
时拍摄的。 文/高晓梅

老照片征稿
白驹过隙，时光易老。用什么铭记那

些远去的岁月？家中箱底、墙上的旧照，

人物的一颦一笑、服饰的一款一式、场景

的一什一物，无不写满光阴的故事……

分享是美好的。请把您珍贵的老照

片以及老照片背后的难忘故事寄给我

们，让我们真切感知曾经的岁月，学会反

思，学会珍惜。

来稿请寄：lzp6635311@163.com，要

求照片清晰、故事生动（两三百字为好），

写清拍摄时间、地点，务必注明投稿标题

及作者姓名、地址、电话以及作者本人的

中国银行储蓄卡卡号。

西安实习
1963年早春我们济南铁路机械学校70多名同学赴西

安车辆工厂实习，在了解对车厢、车钩与连结缓冲、走行、
制动四大部进行修理过程之外，趣事多多。

半夜抵达，得知夜宵有大米稀饭，我把路上实在不想
吃的地瓜面窝头掰碎泡饭，炊事员问“是啥？”我说两遍他
才似解非解“啊哦，‘窝头馍’？”他们让我转告同学，赶快把
剩下的拿来换蒸馍，我回宿舍一说，连睡觉的都起来了。

西安人称面食都带个馍字，馒头叫蒸馍，还把煎饼叫
煎饼馍，火烧叫烤馍，弄碎浇卤为泡馍。星期天上街吃羊肉
泡馍，初时不懂学人家。仨月下来尝遍风味小吃。

休息时，我们去大雁塔游玩，留下了这张照片。如今照
片中人直奔耄耋了。 文/杜浙泉

一张照片的回忆
1971年春，察右中旗

武装部在该旗大滩公社
训练民兵司号员，每个公
社一个名额。华山子公社
派了西河大队我弟弟王
亮（2排右4），3个月结业

后，学员到科布尔镇拍了
这张照片。

弟弟学成归来，带回
崭新司号一把。当年深
秋，西河大队集中3天进
行了民兵训练，司号声首

次在民兵营响起，大家激
动万分。

照片中的张风智（3
排右2），1972年与我一起
参加工作，后在公安系统
退休。当年的照片保存了

下来，遗憾的是照片与塑
料套膜粘连，拿出后左上
角破损，几位学员也没了
图影。虽然破损，弥足珍
贵，看到它，想起了好多
家乡往事。 文/王 俊

母亲的宅院
这是1982年，我们一家三口和母亲在乡下宅院里的合影。

小时候，母亲宅院是她希望的全部。前院里有母亲种的枣杏树，
西红柿、豆角、茄子等各色各样的菜。后院里的四周是母亲栽的
榆树和槐树，院里种的全是玉米。半个村的乡亲们天天笑呵呵
地叫着“老牛嫂子”，来我家前院的井里挑水，母亲总是亲亲热
热地迎来，欢欢喜喜地送走，所以母亲在村里的人缘极好。

曾记得，母亲在她的宅院里像一只慈爱的老母鸡，不但围
护着我们的安全，还在玩耍中传授给我们生存和奋斗的本事，
以及做人与处事的原则。那时候，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在母亲温
暖的翅膀下，茁壮成长。可是当我们兄弟姐妹，一个个长大成
人，相继过上自己的温馨小日子时，母亲渐渐地变得又矮又小
了，岁月无情，她老人家能不老吗？

儿时，母亲的宅院是母亲的天空，我的乐园。老了，母亲的
宅院，是母亲的守望，我的回归呀…… 文/牛润科

军民鱼水情
这张照片是1986年我们部队转场到海拉尔

某空军机场后，我利用周日休息时间为当地老百
姓干农活时拍摄的。当时我们部队经常为当地老
百姓义务劳动。我们中队还要求战士们，利用周
日休息时间为老百姓干农活、打扫卫生、理发等，
继承和发扬军民鱼水情深的光荣传统。

文/李桂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