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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的日子

悠悠岁月， 唯有那一段时光让我终生难以忘却。1971

年3月28日， 我们落户到了呼和浩特市郊区黄合少公社西

黑炭板大队。由于我们是这个村第一批插队的知青，村里

极为重视，除了准备物质条件外，还派专人负责我们初期

的生活。各个小队的知青在出工后由队里计工分，女知青

轮流负责做饭。大队还从三个小队各抽调一名知青，由一

位老农带领，在大队果园组建了大队科学实验田。

王润元、刘高才、路二才、王二虎等队领导很是关心我

们，在有招工名额的情况下，总是优先照顾那些身体不好、

有困难的同学。坦克团汽车教导队的刘连长、卫生员刘学

栋、油料员张金发，也在生活中给予了我们极大的帮助。

岁月沧桑，在离开42年后，2016年5月初，我携妻女回

村，发现村里正在搞“十个全覆盖”，村子已是旧貌换新颜，

大队原来的领导们大部分已驾鹤西去，只有我队队长

王二虎还健在。

文/闫玉牛

青工学雷锋

雷锋的故事影响了几代人，雷锋也成为几代人心目中的英雄，就是因为他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最撼动人心的事

迹。我收藏的两张老照片体现了上世纪80年代国营红山机械厂青工学雷锋的事迹，让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文/牛润科

我的姥姥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0年前后，是从农村嫁到呼和

浩特旧城做皮毛生意的大户人家的姥姥（左二）带着

自己的两个儿子，和她的母亲、姐妹一起在照相馆留

下的影像。如今，八十年过去了，照片上的人都已作

古。当时，照片上的四个女人都是三寸金莲，如今已很

鲜见了。

若干年后， 姥姥生下了我的母亲， 在我母亲8岁

时，姥爷因病去世，姥姥独自带着三个孩子又回到了

娘家的村子里，过着坎坷的生活，直到87岁高龄离世。

文/赵芳

红姑娘

1973年，我的三姑何引珍（后排右一）与和她年龄相仿

的姑娘们因为劳动积极，被授予“红姑娘”团队荣誉称号。

那时候，春天抗旱，九个姑娘用柔弱的肩膀挑起沉甸

甸的扁担，点滴汗水与井水洒落在田间小路上。她们一不

怕苦二不怕累，将一筐筐粪肥挑到地里。夏天，她们巾帼不

让须眉，和泥脱坯，垒墙盖房，真是样样精通。因此，她们每

人还获得了一块绣有鲜红的“劳动最光荣”字样的白色毛

巾。当时生活条件有限，为了拍这张照片，三姑的那件外套

还是借来的，但她们坚定信念，渴求知识，对未来充满了无

限憧憬。

文/何晓

老照片征稿

今年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七十周年， 如果您有和自治区成立相关的珍贵老照片， 如果您是自治区的同龄

人，如果您有见证自治区发展变化的老照片，欢迎您把照片和照片背后的故事分享给更多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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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稿请寄：lzp6635311@163.com，要求照片清晰、故事生动（两三百字为好），请务必注明投稿标题及作者姓名、地址。

我和刘德凯同学（右）

我在高粱地里

品尝丰收的喜悦（左为张金发，中为本人，右为刘学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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