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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庆的父亲是梅村地区人，年轻时
赴东北当兵。 蔡庆出生在辽宁， 直到 7
岁才跟着家人回到无锡。“妈妈老家在
沈阳，家里很少讲无锡话，所以刚回来
时，一句无锡话也听不懂，在学校里特
别内向。 ”后来她和同学们一起学习和
玩耍，从讲一口“洋泾浜”开始，慢慢地
学会了无锡方言。

小时候的蔡庆特别喜欢过生日。 她
说每次过生日周围都是浓浓的喜庆氛
围，而且在亲友中，她的生日最容易被
人记住。“国庆节是举国欢庆的大节日，
在这样的日子里，有平时吃不到的生日
面和蛋糕，别提多开心了！ ”小时候家里
经济条件不宽裕，一家人生活过得很简
朴。 蔡庆有个姐姐，平时她身上的衣服，
都是姐姐穿不了剩下的。 只有在生日那
天，父母才会帮她买一件新衣服，爱美
的小姑娘于是对生日多了一份期盼。

如今，过生日反而显得简单，全家
聚在一起吹蜡烛、 吃蛋糕便有了仪式
感。 从事交警工作后，有时国庆节当天
蔡庆会被排到加班， 需要在岗位上度
过。 而漂亮的新衣服不管从商场里还是
从网店里，随时都能买到。 姐姐与她穿
衣风格不同，有时候外出旅游等还会向
她借休闲款式的衣服穿。 她说，这些年
人们生活条件明显改善，童年期盼的事
情能轻松实现，“可以把日子过得天天
像生日那样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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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生 年 月 ：
1979 年 10 月 1 日

职业：新吴交
警大队民警

愿望：要不断
学习，跟上时代的
步伐

今日人物

蔡庆

本报讯 昨天上午，“为新
中国诞生作出贡献的梁溪人”
图片展在梁溪区图书馆一楼
大厅开展。

该图片展由梁溪区区委
老干部局、区图书馆、区档案
史志馆主办，追忆和缅怀为中
国人民解放事业和新中国诞
生作出重要贡献，并为无锡人
民革命史增谱光辉的人们。其
中包括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王昆
仑、陆定一、秦邦宪、刘群先、
秦起，慈善家、民族实业家荣
德生，无锡工商界代言人钱孙
卿等，通过四十余张珍贵的历
史图片和相关文字介绍，充分
展示先贤为新中国成立所作
出的伟大牺牲和突出贡献。

92 岁的王晓峰是图片展
中的主角之一，他是新中国的

第一批海军，他喜欢海洋和军
舰， 自 18 岁起就生活在海洋
上。抗日战争是王晓峰立志成
为军人的契机，年少的他对中
国人深受日军迫害的惨状感
到痛心， 决心要成为军人。
1969 年， 王晓峰回到无锡的
船厂工作，在无锡定居。 提起
中国的变化， 王晓峰十分激
动：“祖国变强大，人民的生活
也更好了！ ”

本次图片展将持续半个
月，后期还会走进政府机关和
学校、街道、社区，通过图片展
激励和引导市民缅怀英雄历
程、传承红色经典。 此次图片
展也是梁溪区图书馆为期 8
个月的以“书香礼赞新中国，
阅读追梦新时代”为主题的第
十二届“太湖读书月”活动的
完美收官。（黄孝萍 李凝晖）

本报讯 24 日上午 8 点
30 分， 新吴区科技交流中心
一楼剧场座无虚席，400 多名
党员干部在这里聆听一堂特
殊的课。 这堂课以红色为底
色，以老一辈革命家在那个风
云激荡、充满枪林弹雨的峥嵘
岁月中鲜为人知的故事以及
老革命前辈传承下来的红色
家风为内容，为广大党员干部
诠释了“初心” 是什么、“使
命”是什么。

“父亲牺牲时， 我母亲只
有 27 岁，我只有 1 岁多，我的
奶奶更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嘉
宾张卓亚女士主讲《信仰点亮
人生》时说，她的父亲是著名抗
日民族英雄李兆麟。 李兆麟从
小就立下了“运思出奇，横扫
千军，夺回我河山”的誓言，后
成为中共北满省委主要领导

人、 东北抗日联军创建人，一
生都在为“夺回我河山”浴血
奋战。 为保全抗敌总指挥部
和革命战士， 李兆麟将军将
自己年仅 1 岁多的亲生儿子
舍弃在深山老林， 只因孩子
的哭声随时会引来敌军。 听
到这里时， 很多听众的眼睛
湿润了。

随后，“中共中央第一支
笔”胡乔木同志的女儿胡木英
女士，与观众分享了“为人民
服务”这句话的渊源以及父亲
为人民服务的信条；老一辈革
命家、“延安五老” 谢觉哉之
子谢烈先生，通过父亲几则为
人处世的小故事，讲述了谢觉
哉先生传承下来的红色家风；
王耀南将军之子王太和先生，
讲述了父亲和地道战、地雷战
有关的传奇故事。（张颖）

现在的生活，可以天天像生日那样美好
蔡庆是新吴交警大队违法处理窗口

的一名女民警。 因为名字乍看比较男性
化，在窗口常有市民问她：“你就是蔡庆
吗？ ”也因为单名一个庆字，不少人一猜
一个准：“你是 10 月 1 日生日吧。 ”作为
出生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无锡人，她见证
了城市生活日新月异的变化。

“为新中国诞生作出贡献
的梁溪人”图片展开展

众革命前辈后人
倾情讲述红色家风

当上交警后， 蔡庆和同事站过新区第
一岗，出去查过违停，也曾一起半夜上路查
酒驾。 工作至今十多年，蔡庆最明显的一个
感受是路上私家车越来越多。“想当初刚工
作时，是乘公交车上班的，和很多人一样，
完全没想过有一天我会开着汽车去上班。 ”
如今驾驶技能普及， 一个家庭买一辆私家
车、有两三个驾驶员已不是稀罕事。 与此同
时， 交警对于城市交通的管理也越来越细
致和规范。 窗口服务功能逐渐增强，从一周
开五天到一周开六天， 从只办理违章查处
到提供新车审验，电子警察全面记分后，窗
口更为忙碌。

作为违法处理窗口的民警， 蔡庆遇到
过很多来处理电子警察的驾驶人。“起初会
觉得罚人家款很不好意思， 但在工作中渐
渐发现， 绝大多数交通事故与违法行为有
关，想法就改变了。 ”遇到驾驶人同类违法
比较多的情况， 蔡庆会一边给对方看电子
警察抓拍照片， 一边讲解交通安全知识，

“希望驾驶员开车小心，以后不要犯同样的
错误，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工作之余，蔡庆参加学习培训，考取了
健康管理师和心理咨询师的相关资格证。
其实这些资格证工作中并不需要使用，蔡
庆解释， 费力气学习考试一则是为了自己
的兴趣爱好， 二则想给孩子当一个努力学
习的榜样。 更重要的是，她认为时代飞速发
展，新事物、新知识层出不穷。“窗口遇到过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 各种新的交通知
识要点、各种手机操作他都懂，完全不输年
轻人，让我们很佩服”，蔡庆说她也想像这
位老人一样活到老、 学到老，“尽管人到中
年，但不能贪图安逸，只有不断学习充实自
己，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晚报记者 念楼）

生活改善了，过生日变得简单 时代进步了，自己要跟上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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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庆年幼时随父母回锡探亲。
（受访者供图）

工工作作中中的的蔡蔡庆庆。。（（小小任任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