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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中送炭”姊妹花
吕金玲

有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人活在世间，
谁也难免有背时倒运的时候，此时的帮衬、扶助，如
乞丐倒地时的一个馍、大漠求生时的一口水，由于救
急乃至救命正当其时，就有了非同小可的意义。此

“雪中送炭”的性质，远非锦上添花所能比，其价值无
可估量。

老迈之身的我日前就正被“雪中送炭”着——数月
来，被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刘庆玲、李兰平、王秀花
三姐妹关爱照顾着，着着实实地体验了一把又一把患
难之时人才最亲情才最真。去年年底，我一时不察重
重摔倒在地后，右踝肿胀疼痛一直不消至难以行走，起
止坐卧乃至吃饭都成了难题。就在此时，三姊妹速速
来到我身边，几乎每天送菜送饭，帮我解决了每天必须
面对的“食”的问题。

兰平——我大峪中学的校友，今年也已是华发染
霜之60多岁的老者了。这是个孝女，自2010年起舍
了外面的工作和小家，一直陪侍照料着高龄的父母双
亲。前年刚送走了93岁的老父亲，未来得及喘口气，
其89岁的老母亲和自己爱人年前又相继做了骨科手
术，身边离不开人显而易见。可听说我的事后，天已擦
黑，她还是把家人安顿一下即刻跑了过来。还把自家

准备过年吃的刚炖熟的十多只大鸡腿给我装盒带了过
来。肉的香味弥漫在斗室，也弥漫在我心房。而大年
初一早晨，前日的余热还氤氲在怀，她又一溜小跑地送
过来满满一大饭盒刚出锅还冒着热气的水饺，直让我
趁热吃，别凉了。家里老妈还没吃，自己也没吃，第一
锅先捞了给我，我心里早已是倒海翻江，未曾下咽就先
被这心意填满。而正月十五将至时，她又忙里偷闲送
过来两袋黑芝麻汤圆，叮嘱一番后才着急忙慌地回转
照料家人去了。不过同在一所学校求学，又同一种上
山下乡的命运，还同在一单位谋过事，仅此而已，可兰
平却如此上心挂心于我，这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心
性好人品又是什么？！

庆玲——曾外聘在同一单位，也是我患难时识得
的一位益友良友。十多年前我居无定所时，别人碰见
张嘴借钱的都躲，某双休日，体谅我难处的她却冒着大
雪将自己的工资折送上门来，惊讶和感动顿时写了我
满脸。细节是名片，此场景虽早已远我而去，但却始
终定格并珍存在我记忆里，且认定了这是个心肠软人
憨厚值得交的实诚人。果然，闻讯后她即刻上门，蛋
蔬果品拎了一大堆，且接二连三在下午五点多打过电
话来“你别做饭了，我烙肉饼了！”“你别做了，我给你

送包子去！”“今天给你换换样，炸酱面、渍酸菜！”同兰
平一样，每每她坐在那儿先饿着，看我热热地吃饱了，
再收拾家什回去喂自己的肚子。不得不说的还有年
三十，家家忙着团圆，她却冒着被崩着的危险，穿过劈
啪作响的鞭炮群，端过来一盖帘亲手为我包的饺子，
撂下复穿过鞭炮阵到侄子处团圆去了。更在我生日
的当晚，又为病中的我端过来我无意说出最爱吃的
南瓜馅饺子。望其一次次转身离去的美丽背影，我
心中都禁不住默念：好人一生平安！庆玲一生平安！
由于感激和心疼，每每我情难抑地有大滴泪珠滑落。
要说其身体实在不很强，每天需个人在家中做四次透
析，爱人又离世不久，余悲尚存。内伤外伤折磨得她
已是不浅，可她全然未虑及这些，每天像个无畏冲锋
的战士一样，尽最大努力燃烧着自己，光热着他人，温
暖着周边，这不就是现实生活中以奉献为人生取向和
志向还乐在其中的志愿者吗？又何尝不是我们身边看
得见摸得着的正能量？物化的当下，因其难能可贵而
价值至无价呢！

秀花——我的一个老朋友，人若其名，秀巧、灵气，
心肠热得像盆炭火，帮别人忙时不遗余力将热能辐
射。十年前，我做腰椎大手术时，她就帮了我大忙。以

至年三十怕我寂寞，她撇下家人先来和我小聚，当说我
之残躯能一直“站”到现在，秀花功不可没。今闻我摔
伤后，心疼地不断打电话询问，得空还就跑过来，给
我洗头、擦身子，一盆盆、一遍遍，爱心的滴露在其轻
揉慢搓中漫漾至周身。看我想写文稿，又把自己的
笔记本电脑送了过来……其实，她也还有一大家子人
呢，作为一名出色的志愿者，她多年来还兼着抗战纪
念馆的讲解工作，时间、精力都极有限，但每每我有

“难”时，她总会出现并春风化雨一番。这次依然，激
励我首先人不能倒，必须再次站起来。领教了其超强
的说服能力和公关能力的我，正全力治疗，争取回馈
给所有有恩有爱于我，包括此三姊妹在内的人一个胜
利之“V”。

兰平、庆玲、秀花——我可以信赖的朋友，我患难
之时的挚友，我情同手足的姐妹，这里真心而深深地
谢了！谢你们出现在我最难最无助的时候，谢你们在
用自己的一颗心一腔情暖我暖他人暖社会，你们是

“雪中送炭”的贵人、天使，也是予我祥瑞吉惠的美莲
荷，你们的恩露将润泽我一生一世，无枯无涸，再谢！
再祈祷：上帝护佑此姊妹花及家人并世间所有好人春
风一路、平安无边吧！

不能忘却的记忆不能忘却的记忆
艾宏伟

我的兰台情怀
任晓爽任晓爽

在不知不觉中，我来到档案室工作很长时间了，我从一个兰台新鲜
人，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档案员；从一个接待当事人战战兢兢的小丫头，成
长为游刃有余的接待老手；从单一从事档案数字化管理工作者，成长为
档案室各项工作的参与者；我褪去了青涩，走出了迷茫，爱上了兰台。

初识兰台——钟情
“兰台”一词，若干年前曾在书本上见过，当时只知道这个词好像和

档案有关，直觉得这个词很文雅，很有书卷气，心中莫名地喜欢上了这两
个字。两年前经过岗位调整，我被安排到档案部门工作，能够和倾心已
久的兰台近距离接触，和兰台结缘，心里不免小小地激动了一番。

法院的档案库房有两个：一个存放历史卷宗，一个存放近现代卷宗。
至今，我还记得第一次到近现代档案库房查找卷宗时带给我心灵的震撼：
打开厚重的两道大门，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浓浓的纸墨香，打开灯后，我眼
前一亮，一排排密密麻麻的卷宗映入眼帘，走进其中，卷脊上的文字清清
楚楚，从1980—2014，历史的痕迹清晰可见，心中不禁感慨万千。

每一本卷宗都凝固了一段真实的历史；每一本卷宗背后都有一个娓
娓道来的故事；每一本卷宗都凝聚着审判、执行一线法官和书记员的辛勤
付出与汗水；每一本卷宗都彰显了司法的公平与公正。初来乍到的我除
了感觉到自己的渺小之外，还感受到了“兰台人”肩膀上沉甸甸的责任。

熟识兰台—热情
我院的档案分为：诉讼档案、文书档案、会计档案、科技档案、声像档

案和实物档案。应用范围最广、我接触最多的当属诉讼档案。
为当事人提供档案查询服务是档案室的重点工作，有时候一上午我

就能接待七八个当事人。两年来，我听到最多的话就是“谢谢您，真是太
谢谢您了！”“您可帮了我大忙了！”“真是太感谢您了，辛苦您了！”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为当事人生某查找其母亲与第一任丈夫的离
婚判决书，生某的母亲已经去世三十多年了，生某和其兄长是母亲与第
二任丈夫所生，生某的姐姐是其母亲与第一任丈夫所生，现生某的兄长
在美国定居，他想要将生某和姐姐接到美国生活，美国的一个办事机构
需要一个手续，证明其姐姐和兄长同母异父关系。由于年代久远，历史
原因，我几经波折才将1952年的民事判决书找到。

这个档案利用案例让我对档案工作有了更加深刻地认识：法官在审
理案件时，就案件的本身辨法析理，看到的只是当事人人生中的某一阶
段。而我作为一名档案工作者，打开厚重的卷宗，我看到了生某母亲坎
坷的一生，看到了她的家人如何的自强不息，通过知识改变命运，那一本
本落上尘土的卷宗不再是死气沉沉的纸张，而是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将
案件事实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我面前。

无论工作多么辛苦，每当我看到当事人焦急而来，欣喜而归，心中总
有一种成就感，为他们解决燃眉之急，提供档案材料是我们应该做的。

奉献兰台—衷情
由于档案室人员工作岗位的调整，我慢慢地接触到了文书档案、会

计档案、科技档案、声像档案和实物档案。岗位调整之初，我可真是手忙
脚乱，档案类别和保管期限是“傻傻分不清楚”。但我知道每种档案都有
它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半点都马虎不得。弄不明白就问，分不清楚就学，
记不住就背，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我已经掌握了各类档案的归档方法，
完成了2015年各部门应归档案的归档工作。

越是从事档案工作，我就越认识到档案工作的重要性。在中央政治
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
言。”历史在哪里？史实在哪里？我认为就在我们档案工作者日积月累、
点点滴滴的工作里。

在参加今年我区档案局培训时，授课老师讲到“档案工作不是经天
纬地的工作，但经天纬地的历史都珍藏在档案中；档案不用它时默默无
闻，一旦需要和利用起来，也会惊天动地。”为当事人提供诉讼档案利用，
为办案法官提供电子卷和纸质卷宗借阅，为会计部门提供会计档案进行
责任审计，为组宣部门提供声像档案制作宣传展板，为……我的工作中，
档案利用无处不在。

如果说法官的工作是鲜艳的花朵，那么档案的工作就是平凡的绿
叶。我甘于平凡，但绝不平庸。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努力做到将档案
利用价值发挥最大化，为人民群众服务，为档案工作服务，充分展现出

“兰台人”的文化底蕴和优雅知性范儿。

丙中金秋时节好，

六中全会召开了，

会议内容发《公报》，

《公报》内容真不少，

仅看用词就知道，

全会听取讨论了...
全会充分肯定了...
全会高度评价了...
全会审议通过了...

全会“总结”“决定”了...
全会“指出”和“按照”...
十二“提出”七“强调”，

还有一个是“号召”。

内容多，内容好，

全面治党开始了，

复兴目标能达到。

全会内容是很多，

其实主题就两个，

就是审议和通过：

“政治生活之准则”，

“党内监督之条例”。

“准则”早年就有过，

历史作用是有的，

现在与时俱进了。

“条例”早年也有了，

当时它是“试行”的，

现在正是称“条例”。

“准则”“条例”这两个，

重要意义标志着：

制度治党之举措，

“全面”“从严”治党了，

执政圆梦“必须的”！

解读《公报》体会多，

有找到“关键词”的，

还有找到“亮点”的，

这些当然很不错，

我谈以下这三个，

只能说是“粗浅”的：

（一）

习近平，真不错，

执掌大印五年了，

带领人民奋斗着，

政治经济文化的，

国防国际社会的，

党建生态反腐的，

样样成绩大大的，

全会充分肯定了，

所以称呼給改了，

由称为“总书记”的，

改称为“为核心”的，

这是党建需要的，

执政兴国需要的，

形势发展需要的，

伟大事业需要的，

人心所向应该的。

（二）

中国事，要办好，

关键就在党领导，

党要管党很重要，

从严治党多渠道，

五项建设都要搞，

政治生活不能少，

所以“准则”制定了，

这是形势之需要，

全面治党之必要。

“准则”要想落实好，

《公报》说了十四条：

以党章，为指导。

“三个又有”是目标，

“重点”“关键”是领导。

坚定理想很重要，

基本路线不动摇，

服从中央之领导，

党的宗旨要做到，

纪律严明才能好，

民主集中坚持好，

党内民主开展好，

正确用人引导好，

组织生活要过好，

批评武器掌握好，

权力监督要做好，

廉洁政治要建好。

（三）

党的建设要搞好，

党内监督不能少，

所以“条例”制定了。

《公报》说得很周到，

落实“条例”有七条，

全党都要来按照。

1.领袖思想为指导

“四五”布局来围绕，

“四有”要求是目标。

2.领导干部先做到，

“禁区”“例外”不能搞，

上下相互监督好。

3.监督任务很明了，

三个重点应做到：

“维护”“解决”和“明确”。

4.监督内容也说了，

七种情况不能少，

都能做到就很好。

5.监督重点说到了，

特别指的是领导，

监督体系要建好。

6.督察体制都定了，

中央统一来领导，

层层负责很重要。

7.党外监督多渠道，

九大类别不能少，

内外监督肯定好。

《公报》最后是号召，

全党同志要做到，

跟着习总书记跑，

坚决服从党领导，

四大意识要树牢，

政治生态要营造，

带头作用应起好，

确保实现总目标！

粗学《公报》体会
高连广

自从回家乡当记者以来，10几年间有过无
数次的采访经历，有些事采访过后就随着时间
的流逝忘却了，而有些采访经历，却没有被时间
所冲淡，而令人终生难忘。

2004年，那是《京西时报》创刊的第二年，
也是我开始做记者的第二年夏天，如果按照
日本1945年宣布投降算起，应该是抗日战争
胜利59周年。当时报社要求记者深入基层采
访一些还健在的老人，回忆日本侵略者侵略
中国所犯下的罪行，警示后人毋忘国耻。回
家后跟父母聊起这件事，希望能给自己提供
一些帮助。曾经在山里当过教师的父亲说，
他认识一位老人，这位老人是侵华日军制造
的“王家山惨案”的幸存者，也是我父亲的一
位学生的父亲，他叫王文利，家住在大台街道
灰地社区，父亲当校长还曾经特意邀请老人
为山区的中学生们讲述过他亲身经历的“王
家山惨案”。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非常高兴，就利用一
个周末，带上父母开车进山去王文利老人家里
采访，临行前还特意买了一个西瓜送给老人。
沿着崎岖的山路一路西行，不到一个小时就到
了王老所住的社区，一排排的平房依山坡而
建，整齐而干净。听到敲门，高大健壮的王老
从屋里走了出来，见到我父母，高兴地笑了起
来，笑声爽朗，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屋坐，又叫老
伴儿沏茶倒水。

寒暄过后，当年74岁的王老了解了我们
的来意后，本来笑着的脸上渐生哀云：“当时
的景象真是太惨了！村里40多个乡亲被日
本人一把火全都烧成了灰。”虽然事情已经
过去了60多年，但回忆起当年的凄惨王文利
老人还是不能释怀。我默默地从包里掏出笔

记本和录音笔，开始认真倾听刘老讲述当年
的经历。

王老操着斋堂话慢慢地回忆起来：“1942
年12月，日本鬼子在斋堂川进行扫荡，12日
凌晨，在汉奸的带领下，50多名日军和一些伪
军悄悄地包围了村子。日本兵把当年只有12
岁的我和6岁的弟弟以及其他没跑出村子的
老人、妇女和儿童都赶到一间屋子里。为了
问出八路军的去向，日军指挥官赖野把滚烫
的棒渣粥往村民脖子上浇……我背着弟弟在
日本兵准备烧房之前从屋里拼命逃了出来
……大火烧了半个月才熄灭，42人遇难……”
听着老人的讲述，一个个画面在头脑中生成，
讲到悲惨处，王老已是老泪纵横。一同听着老
人讲述的父母也落下了眼泪。王老继续说道：

“为了报仇雪恨，16岁时，我参加了八路军，当
了一名卫生员。”后来解放了，王老回到了家乡
门头沟，当了一名煤矿工人，直到退休。在这
期间，王老曾多次到小学、中学给青少年讲述
那段惨痛的历史和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滔天
罪行，教育后人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作为一个门头沟人，对“王家山惨案”早
有耳闻，但现场倾听一位当事人讲述自己亲
身经历的“惨案”过程，听着老人唱起那悲凉
的《王家山小调》，内心更加深了对侵略者的
仇恨和对罹难者的悲悯，以及对日本发动侵
华战争的憎恶。

听完老人的讲述，我们安慰起充满悲伤
的王老，说：“虽然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但每
当回忆起来，依然会很悲伤，毕竟是那么多无
辜的生命惨遭杀戮。”

在王老家的院子里，我给王老拍了一张
他坐在藤椅上的照片，老人面露笑容，那是劫

后余生的豁达和历经沧桑内心的平静。当时
就想要尽快把这篇报道写出来，让更多的读
者知道日军侵华史中发生的这真实的一幕，
以警示后人。

也许这次采访的内容实在太凄惨，回去
的路上，一家人很久都保持着沉默。

带着使命感，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我把
这个采访整理成新闻稿，发给了《北京娱乐信
报》的记者陈峰，不久，《北京娱乐信报》用了
一个整版刊发了我采写的这篇题为《北京王
家山村惨案幸存者讲述侵华日军暴行》的通
讯，并配发了我拍摄的王文利老人的彩色照
片。《京西时报》也用一个专版也刊发了这篇
通讯。

除了这次采访“王家山惨案”幸存者，几
年里我还陆续采访过被强征到日本，九死一
生返回家乡的中国劳工，还有生活在区光荣
院和村里的八路军抗战老战士，都一一作了
报道。转眼到了2015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
年时，报社开辟专栏想让记者采访一些抗战
老兵和战争幸存者，可反馈回来的信息是，
很多还健在老人有的已经不能完整回忆起当
年的事情，有的因为身体原因根本不能接受
采访。

感叹岁月无情的流逝，抗日战争的参与
者和幸存者越来越少，而日本右翼份子还在
不断歪曲事实，甚至对南京大屠杀和日本强
征慰安妇、强征中国劳工等铁证如山的罪行
公然否定，这不得不引起每个中国人的警
惕。抗战期间，日本侵略者曾经疯狂地掠夺
门头沟的煤炭资源，作为抗战老八区，这里有
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等待着我们去挖
掘整理，去将这些往事公之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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