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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玉秀

这张老照片拍摄于 1972 年夏季。照片
中的舞者是当时冠县一中芭蕾舞班学生张爱
玲，正在表演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中“倒踢
紫金冠”的经典一幕。拍摄者是冠县东方红
照相馆的摄影师焦灼。

冠县一中芭蕾舞班成立于1969年，由冠
县一中（当时的城关中学）音乐兼美术老师刘
宝胜带头组建，并由白新华老师担任专业指
导。

芭蕾舞班成立后，当年冬天就与济南市
向阳区“红小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建立了协
作关系，第一次赴济学习芭蕾舞《白毛女》剧
中的序幕《压不住的怒火》和第一场《深仇大
恨》的排练。后在冠县人民会场成功上演，给
冠县百姓带来一场文化盛宴，为冠县的文艺

舞台增添了一道靓丽风景。
1970年冬天，刘宝胜、白新华两位老师，

带领芭蕾舞班部分学员再次赴济，完成了芭
蕾舞《白毛女》全剧的学习。回来后，芭蕾舞
班学员经过一年的反复排练，克服了重重困
难，在县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下，于1972 年春
节前夕，在冠县人民会场隆重上演了《白毛
女》全剧。感人肺腑的剧情和舞者的精湛演
绎，赢得台下观众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把
现场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

1972年底，芭蕾舞班代表冠县参加了聊
城地区文艺汇演，取得第一名的成绩，载誉而
归。

芭蕾舞班风华正茂的学子凭着顽强拼搏
的精神，经过一次次的历练，破茧成蝶，用青
春谱写了让冠县引以为荣的壮丽篇章，也为
我们留下了难以忘却的时代记忆。

芭蕾舞者

芭蕾舞剧《白毛女》剧照 焦灼 摄

□ 阴元昆

每当路过市城区东昌路那片
清新别致的临街楼，我的脑海里就
会浮现成群结队的职工欢笑着从
厂门口涌出的情景。这里，就是我
魂牵梦绕的地方，我年轻时工作的
单位——聊城手表厂。

傍晚时分，我叫上妻子：“走，
咱们到表厂那里去转转吧。”每次，
妻子都会爽快地答应，因为她也曾
在厂里工作，所以对这个地方有着
一种特殊的感情。我们来到表厂附
近，借着皎洁的月光，看见这里高楼
耸立，中间的绿茵广场格外敞亮。
然而，当年工厂的影子却一点也找
不到了。我俩只好仔细分辨：“前

边是军工楼。”“后边是装配楼。”
“东边是理化楼。”我的思绪，一
下子又回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
月。

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国家进
行大小三线建设，把重要的工厂企
业，从沿海城市搬迁到内地。聊城
手表厂就是那个时候从烟台搬迁
过来的，当时只是一个军工车间。
聊城对国防事业非常支持，划拨了
一座大楼和一大片区域作为厂
址。这座大楼主体四层，是1958年
建造的，风格大气、坚实浑厚。开
始的时候，厂里只生产军工仪表，
上世纪 70 年代初期开始研制生产
手表，商标是“泰山牌”。当时，手
表厂成为轻工部定点厂家，是一个

国有大型企业，职工最多时达数千
人，每年上缴利税上千万元。我就是
在这个时候进厂的。

因为我们上班的这座楼上有
个军工车间，所以大家都习惯称它
为军工楼。其实楼上并非都是军
工车间，其他车间也分布在这座楼
里，楼上还有厂领导办公室和有关
科室。我就在楼下生产模具刀具
的车间上班，操纵一台德国进口铣
床。我在当机床操作工期间，有一
件事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1976
年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去世
了。第二天早晨一上班，全厂职工
集合在军工楼前，向周总理遗像默
哀。厂里的几名师傅心情格外沉
重，在一起商量：“咱们几个党员，
给毛主席写封信，告诉他老人家，
咱们要继承周总理的遗志，努力做
好工作。”信写好后，他们都在上面
签名按了手印。这几名共产党员
的做法，让我肃然起敬，令我终生
难忘。

也是在这座军工楼上。后来，
我调到厂工会写材料。工会的一
项重要职能，就是维护职工合法权
益。在此期间，有一项工作，让我记
忆犹新。原来厂里分配住房，都是
以男职工为主，女职工无法分配到住
房。有的女职工给《山东工人报》写
信，反映这方面的问题。报社通过上
级工会，把有关情况反馈给厂里。厂
领导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责成厂
工会到兄弟地市调查研究，拿出整
改意见。这项任务，就落到我的头
上。我到了烟台钟表厂、棉纺厂等
单位，实地调查他们的职工分房情
况，了解到他们在分房时都是坚持
男女职工一视同仁。回到聊城后，
我起草了调查报告，交给了厂领
导。厂里借鉴外地经验，改变以前
的做法，在分房中做到男女平等，

受到广大女职工欢迎。
再后来，我又调到政教科，负

责厂报的编辑工作。我和科里的
领导及同事，认真做好厂报的创刊
工作，请时任地委书记郑义堂书写
报头“泰山表报”，设立了“改革之
声”“经验交流”“新人新事”“思想
论坛”“文化生活”等栏目，在全厂
建立了60多人的通讯报道员队伍，
报纸半月一期，下发到全厂 200 多
个生产班组。报纸围绕厂里的中
心工作，宣传“两个文明”建设成
果，介绍推广本厂思想政治工作经
验，建设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宣
传劳动竞赛、技术革新、技术练兵
活动，引导职工树立“厂兴我荣、厂
衰我耻”的责任感，培养“四有”职
工队伍，为富民兴聊、振兴表厂建
功立业。我们的办报经验，被《山
东工人报》刊登推广。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调离聊
城手表厂。此后，我仍然关注着厂
里的生产经营情况，厂里的发展变
化时时牵动着我的心弦。手表厂
凝结着我们那一代人的心血和汗
水，留下了我们那一代人的青春和
芳华。

后来，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
下，聊城手表厂像许多国有大型企
业一样，逐步退出历史舞台，那些
曾经为国家作出贡献的职工，也都
下了岗。从此，这里繁华不再，人
去楼空，那座军工楼也被闲置起
来。我原以为这座大楼会被利用
起来，继续发挥它的光和热，可谁
知有一天，这座大楼在推土机的轰
鸣声中被夷为平地，成为我们那一
代人心中的痛。之后，一片高档小
区在这里拔地而起。虽然这个工
厂不在了，那座军工楼也消失了，
但是，在我的心中，这里屹立着一
座永远不倒的军工楼。

难忘那座军工楼难忘那座军工楼

▼聊城手表厂装配车间大楼旧照 周继明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