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6 日，正月初二，记者回到老
家——沾化区古城镇见城刘村拜年。

由于之前已经两年没有回家过
年，平时又因为工作和家庭原因也难
得回来，所以开车回家途中，记者和妻
子一直回忆着儿时的点滴。其中，回
忆最多的便是儿时的玩伴，村里的留
着撒野记忆的老屋，以及整天疯跑的
土路——前几年已经拓宽，成了柏油
路。

这次回到老家，开车一拐进进村
的路口，记者就有点恍然——儿时眼
中宽阔的路面似乎“变窄”了，竟然容
不下一辆普通私家车快速通行。当
然，并不是路面真的变窄了，而是路两
侧停的车太多了，让本来就达不到双
车道标准宽度的路面仅剩下一侧通

行，因此记者只能小心翼翼开车通过，
当然还得注意避让嬉闹的孩童和串门
的乡亲。

开车回到家，记者数了一下，短短
六七百米长的进村路上，竟然鳞次栉
比停了 13 辆私家车，这些车品牌各
异，类型也不尽相同，既有三厢小轿
车、城市 SUV,也有小面包车等，其中
更有几辆拉风的奔驰车。这些车大多
沿着胡同口分布，或者集中停在村民
自己借助房前村里统一修建的排水沟
而搭起的“私人停车位”上。尽管车的
价位有高有低，但都是村民自己买的
宝贝，而哪个胡同口停的车多，这就说
明这条胡同里的几个家庭日子都过得
挺不错。

见城刘村是一个小村，全村仅

400 余口人，前些年村民单纯靠种粮
食为生，或者有一部分种起了冬枣，但
由于人均地少，所以普遍收入不高。
近几年，村里各家各户好像突然来了
个整体转型——种粮食和冬枣的几乎
没有了，大家都种起了绿化树（白
蜡）。究其原因，一开始是因为外出打
工的人越来越多，地里如果种粮食和
冬枣无法进行管理，而白蜡树不用时
刻守在地里，省心省力。而随着近几
年国家对绿化越来越重视，“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民心，再加
上之前种植白蜡的家庭确实获得了可
观收益，村里又成立了两家专门种植、
经营绿化树的合作社，因此全村都开
始种植白蜡，并陆续引进了杨柳、刺槐
等新品种。

如今在见城刘村，家里老人管着
树，年轻人外出打工或者创业，已经成
为新常态。而有了这样“1+1”的两份
稳定收入，各家各户也逐渐富了起来，
因此村里的年轻人纷纷买了车。一过
年，大家都把自家的车洗得锃亮，往街
上一停，就彰显了自家的好日子。

“我今年盖了五间新房，买了一辆
宝骏510轿车，都没有落下饥荒，我挺
知足。”村民李树卫高兴地说，这两年
靠着家里老人在家管着白蜡树苗，自
己在青岛一家物业公司打工，两份收
入让自己过年很有底气，尤其是今年，
盖新房、买新车，让曾经难过的日子彻
底掀过去了。

村里的车多了 记忆里的宽阔路“变窄”了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李鹏飞

“大爷大妈，我们来给您包年夜
饺子啦。”2 月 2 日，农历腊月二十
八，滨州市社会养老服务中心内张
灯结彩、欢笑不断，处处洋溢着浓厚
的节日气氛。我市卫生健康系统志
愿者服务队又来到这里，为老人们
粘窗花、贴福字、挂红灯，同时还要
和工作人员一起完成一项重要任务
——为在养老中心过春节的老人们
包年夜水饺。

上午 8 时 30 分，记者来到养老
中心餐厅。来自市卫健委和人民医
院的 20 余位志愿者已经早早地赶
到，他们之中有医生、有护士，还有
机关工作人员，有的在休班，有的刚
下夜班就赶了过来。稍作调整，他
们便脱下外套，洗净双手，你拿擀面
杖，我分饺子馅，三五一组，围着一
张张餐桌开始忙活起来。揉面、揪
面剂子、擀皮、包馅、摆盘，志愿者们
分工明确、动作娴熟。不一会儿，一
个个白白胖胖的饺子就在铺着面粉
的托盘里站起了“方队”。

不到一上午的时间，志愿者们就

和养老中心护理人员一起包了荤素
两种馅的水饺3000余个。“这下我就
放心了，老人们除夕夜和大年初一两
天都有水饺吃了。”数完一盘盘的饺
子，养老中心行政事业部部长王延荣
嘴里念叨着。

“马上过年了，在得知有150多位
老人要在养老服务中心过年的情况
后，卫健委机关党委和人民医院自发
组织志愿者一起来给老人们包饺子，
献上我们爱心的同时，也想以我们的
行动呼吁社会更加关爱老年人，继续
传承弘扬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市
卫健委机关党委副书记戴杰说。

“志愿者们利用过年时间来为
我们包水饺，我感到非常高兴。”89
岁的邢法梓老人说，“我在这里住了
一年多了。逢年过节时，志愿者们
都抽时间到我们这里来服务，他们
就好像形成了一种常态化的制度。
不仅有服务，还时常带来演出、文艺
活动，给我们送来了温暖，这对我们
精神上的鼓励是很难用言语来形容
的，我从内心里表示感谢。”

志愿者上门包水饺
养老中心老人吃上美味年夜饭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刘青博 通讯员 李健生

2 月 5 日，农历大年初一，晚上 6
点，华灯初上，正是一家人聚在一起吃
团圆饭的时候，但市城市管理局路灯
与亮化管理处安监科科长耿波和同事
张爱民则已经开车巡查在黄河八路
上，开始了当晚的巡灯工作。

自春节亮化设施启动以来，每天
晚上，市城市管理局路灯与亮化管理
处都有巡查组和维修组的两组人员上
街巡灯，耿波他们属于巡查组。在黄
河八路上，张爱民稳稳地开着车，耿波
则仔细查看着道路两旁的路灯、灯杆
亮化造型、亮化小品等亮化设施有没
有正常开启——这是他们当晚巡灯工
作的重点。

每到一处亮化重点区域，耿波都
会拍照记录下亮化设施的开启状况。

“在这种天气下，比较容易引起线路接
头受潮短路，造成大面积灭灯。”耿波
告诉记者，“在巡查时，一旦发现有大
面积灭灯等状况，我们会及时通知维
修组的同事过来处理。”

沿黄河八路一路向西巡查，道路

两旁的亮化设施都正常开启。记者留
意到，在中海南门等重点亮化区域，聚
集了不少赏灯、拍照的市民，各类造型
生动、色彩缤纷的亮化景观成了春节
期间市民游玩的好去处。

巡查到黄河八路渤海十八路附近
时，耿波发现了问题，“相约四季”灯光
隧道的灯灭了，他和同事赶紧前去检
查，同时维修组的尹振华也赶到了这
里。“这条线路出现了短路，应该是有
人拉拽了灯网。”排查完故障，尹振华
将最南侧短路的灯网线路拆除，拉开
电闸，灯光隧道其他线路的灯正常亮
了起来。“哇，灯亮了亮了，太漂亮了！”
亮灯的瞬间，正在隧道灯里游玩的一
个小朋友开心地喊了出来。

耿波在巡查表上仔细记录了故障
内容和地点，并给施工队打电话详细
告知了故障情况。耿波说：“短路的线
路没办法带电维修，只好先暂时拆除，
恢复其他线路的供电，再通知施工队
明天来维修。”

处理完“相约四季”的亮化故障

后，耿波和尹振华两组人员继续分头
巡灯，记者跟随耿波一组沿着渤海十
八路向南巡查。“春节期间，节日亮化
设施是我们巡灯的重点，渤海十八路、
黄河八路、黄河五路、黄河二路、黄河
十六路以及中海景区等都会重点巡
查。”耿波说，除此之外，巡查时也会注
意看接线门是否打开或者丢失、上灯
罩是否被吹开等状况，出现问题及时
进行维修。

为确保夜间城区亮化设施正常开
启，近年来，市城市管理局路灯与亮化
管理处一直坚持夜间巡灯，该处安监
科、路灯科、亮化科三个科室的 18 名
工作人员分为 5 组，轮班在渤海五路
至渤海十八路、南外环至北外环区域
内巡灯，即便在节假日期间也不放假
休息。“巡灯已经是我们处的常规工作
了，就算是春节期间，无论轮到哪个
组，大家都会按时上岗。”耿波说。

自渤海十八路向东巡查至黄河五
路，再沿新立河西路向东巡查至黄河
二路，时间来到了晚上7点，耿波和张

爱民的巡灯工作还没过半。记者询问
他们是否吃过晚饭，两个人都说准备
完成巡灯工作后回家再吃，而根据往
常的经验，他们工作完要到晚上 9 点
左右。“我们做的是亮化保障工作，过
节期间更不能有松懈的心理，要认认
真真做好巡灯工作。”耿波说，他老家
就在滨城区，他们一家三口和75岁的
老父亲、哥哥嫂嫂一起过年，家人对他
的工作很理解，也很支持，“我有三次
正好轮到除夕那天上街巡灯，没法和
家里人一起吃团圆饭，他们也都没有
抱怨，给我留着水饺等我工作完回家
吃。”

耿波告诉记者，他和同事尽全力
将亮化保障工作做到位，为的就是保
证亮化设施正常开启，让市民高高兴
兴地赏灯、看灯，尽享城区夜景的流光
溢彩。“刚才处理完‘相约四季’灯光隧
道的故障，灯亮起来时小朋友那声惊
喜的‘哇’，那声‘太漂亮’的感叹，就是
对我们工作的最大肯定。”耿波说。

流光溢彩夜景背后的“巡灯人”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任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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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进屋，屋里暖和！”1月31日，
腊月二十六，刚走进院子，赵庆荣就拉
着记者的手，把我们一行让进屋里。
崭新的房子里，炉火正旺。

赵庆荣的老伴赵庆友拄着拐杖，也
热情地欢迎我们。“他这段时间得了肺
炎，一走路就气喘。”赵庆荣对我们说。

74岁的赵庆荣和70岁的赵庆友，
是惠民县胡集镇南王村人。老两口相
依为命，家里有三亩多地，一直种植玉
米和小麦，年收入3000元左右。随着
他俩年龄增长和生病，种地也力不从
心，成为村里的贫困户。

南王村共165户、628人，耕地878
亩，是省定贫困村。2015年，全村农民
人均纯收入5500元，只有全镇平均数
的一半。2016年初，经过精准识别，共

确定贫困户50户、贫困人口162人。
2016年，省定贫困村扶贫专项资

金 30 万元拨付到了南王村的账户
上。南王村及时召开村“两委”、党员
会议，集中研究扶贫项目问题。经过
反复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无论地理位
置、土壤气候，还是种植传统等方面，
均适宜发展香菇种植项目。

随后，南王村严格程序，高效推
进，利用扶贫项目专项资金 30 万元，
新建 3 个新型示范种植大棚，每个新
建大棚占地面积 405 平方米。3 个大
棚为贫困人口提供32个就业岗位，全
村贫困户仅务工报酬就有2.16万元。

在“第一书记”派出单位和胡集镇
政府的帮助下，南王村又筹集 27 万
元，新建了 3 个同样标准的大棚。这

样，南王村香菇扶贫项目实际投入资
金57万元，6个新型示范种植大棚，年
效益涨了一倍。2017年，利用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南王村又新建 3 个香菇
大棚。2018年，在市派“第一书记”的
协调下，新建8个香菇大棚。目前，南
王村大棚总数达到17个，同年8月份，

“南王源”牌香菇走出村庄，走进城市
居民的菜篮子。

2018年，南王香菇扶贫项目收益
105200元，覆盖包含本村15户42人在
内的全镇860户1541名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村集体收入从过去的不足
6000元，增加到现在的15万元。截至
2018 年底，村里的贫困户全部脱贫，
目前还有12户、42人享受扶贫政策。

在赵庆友家的墙上，记者看到一

张《家庭情况明细表》，上面的年总收
入为 18751 元。其中，香菇产业的分
红有三次，2018 年 1 月份 440 元，9 月
份1200元，10月份4300元。此外，还
有光伏分红 1200 元、乡村医生补贴
4800 元，养老金 2724 元，退伍军人补
贴690元等。

去年，老两口的三亩地，以每亩
1000 元的价格流转给村集体。他们
家住了30多年的土坯房，在2017年被
鉴定为危房，国家补贴1.7万元，自己
花了1.5万元，新建了三间砖瓦房。

“现在，吃喝住不用发愁，生病花
钱能报销，”赵庆友说，“镇上的党员志
愿服务队每个月还来打扫卫生，真是
做梦也没想到，能过上今天的好日
子！”

借助香菇产业 贫困户赵庆友实现脱贫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张炜 通讯员 宋延武 董士坤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批劳动者，
他们为着美丽的城市环境奉献着自
己，不论酷暑还是严寒，即使是在新
春佳节，他们也从未间断自己的工
作。环卫工张绣山就是其中的一员。

2 月 4 日，大年三十，早上 7 点
多，在沾化区富电路，记者看到了正
在工作的张绣山。他说，自己凌晨
4 点多就已经开始一天的工作了。
工作中，他先将地上的琐碎垃圾扫
在一起，再把可利用的垃圾分出来，
最后将其余垃圾装入回收车中。

算上今年，张绣山已经干了12
年环卫工作。他说，自从选择环卫
工作以来，几乎每天都在工作岗位
上度过，春节与平常没太多区别。
略显冷清的除夕，对张绣山来说早
已习以为常。

张绣山说，他负责的这条街道
离医院比较近，来往车流人流比较
多，工作量较大。最近几年，街道配

备了多个垃圾桶，基本每隔几十米
就有一个，加上人们的环保意识也
在提高，随手扔垃圾的少了，他的工
作量也减少了。

张绣山说，现在人们的素质越
来越高，逢年过节放鞭炮的数量也
在减少，因此相比往年并不算累。
让张绣山高兴的是，现在社会对环
卫工人越来越关注，党委政府更提
倡全社会要关心环卫工人。张绣山
表示,现在大家对环卫工人普遍比
较尊重,“有时候我扫地，很多人会
主动把垃圾或者烟头放进我的垃圾
车里。”

在谈到生活时，张绣山说：“我
很热爱这份工作。我坚信，人无论
在哪，都得坚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
作，为社会作贡献。”张绣山是这么
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和许多环
卫工一起，默默地为城市发展贡献
着自己的那份力量。

环卫工张绣山：

十二年如一日
坚守除夕城市保洁一线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田军 实习生 韩学玮

在大多数人享受春节假期的时
候，有这样一群“逆行者”放弃了与
家人团聚的机会，24小时坚守岗位，
为大家的安宁站岗放哨，默默守护
着一方平安。

近日，记者走进滨城区消防救
援大队时，消防员王俊浩正在门口
站岗放哨。这位准“00后”消防员是
今年刚入伍的新兵，这是他头一年
留守中队，也是他第一次在外过年。

“因工作需要，不能回家过年。
春节期间，为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
突发事件，我们轮流站岗、接警出
车、训练，必须时刻保持良好的作战
状态。”王俊浩说。

据悉，春节期间是消防部门重
点值守的时段，整个大队全面进入
二级战备状态，全员取消休假，备岗
备勤。

在出警车的车库里，滨城区消
防救援大队特勤中队副中队长洪凡
正在给年轻消防员讲解消防衣物如
何穿戴，以及救火设备日常维护和
检修知识。对于他们每一个人来
说，站好节日里的每一班岗，做好全
方位的器械检查、保养，确保高质量
完成执勤战备需要，是献给市民最
好的新春礼物。

突然，警铃响起。警铃就是命
令，在值班室休息的消防队员迅速
冲入车库，更换上重达十斤的灭火
救援战斗服。此时，车库的卷帘门
已经升起，担任司机任务的战士已
经发动消防车，等待队员上车赶往

现场。短短 1 分钟的时间，消防队
员就完成了出警准备的整个过程。

在大队指挥中心，值班员一边
和报警人取得联系，一边通过电台
告知前方消防员火情的具体情况。

“这里是滨州消防指挥中心，请您再
重复一下报警地址，现在已经派车
过去了，麻烦您在路边接一下车。”

洪凡告诉记者，春节期间像这
样的紧急出警，每天都有十几起，紧
张的工作节奏让消防队员们时刻保
持作战状态，丝毫不敢懈怠。在休
息室一角，记者看到了刚出警归队
的消防员王俊浩正拿着手机翻看着
家人的照片。

当记者问起他们的新年愿望
时，消防官兵们想到的却不是自己。

“每次出警之前，我都会看看手
机里家人的照片，出警归队之后，第
一件事就是先给妈妈打个电话报平
安。我的新年愿望，是希望家人平
平安安，辖区内不发生较大火灾，过
一个平安祥和的春节。”王俊浩说。

而已经八年没有回家过春节的
洪凡，谈起新年愿望时，也是希望父
母家人身体健康，队友们每次出警
都能平安归来。

而这一句简简单单的“平安归
来”，包含了太多的坚守和期盼。24
小时全天候的坚守岗位，枕戈待旦，
消防队员们用热血和奉献履行着保
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庄重承诺，
默默守护着一方平安。

消防官兵24小时坚守岗位
护航群众平安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隆卫 通讯员 边舒敏

2018年9月，滨州日报·滨州网记
者采访了中土物业驻滨州医学院附属
医院的保洁员宋海燕。她帮孤、助残、
扶贫、济困的感人事迹一经报道就引起
了强烈社会反响。同年12月，经滨州日
报·滨州网推荐，宋海燕荣膺“中国网
事·感动山东2018”年度十大网络人物。

岁末年终，宋海燕对自己2018年
的经历有着怎样的感想？身患癌症的
她近来身体恢复得如何？春节前，记
者再次来到宋海燕家中进行回访，听
听这位温暖全城的爱心保洁员在新的
一年里有什么打算。

《孔子说为人》和《孟子
说处世》是宋海燕的“行为
指南”

记者走进家门时，宋海燕正在读
书。“平时有时间我就喜欢看书，丰富、
提升自己。”说着，宋海燕招呼记者坐
下。记者看到，宋海燕的书桌上摞着
很多书，大多是一些励志、感悟人生，
以及教人如何为人处世的书籍。

说起读书，宋海燕告诉记者，自己
2006年在滨州医学院做保洁工作时，偶
然看到学生放到餐桌上的《孔子说为
人》和《孟子说处世》，发现里面的内容
跟自己乐于奉献的思想、行为一致。于
是，她把这两本书抄了一遍，并作为自
己的“行为指南”。从那时起，宋海燕便
喜欢上了读书，喜欢上了儒家思想。“我
能够坚持公益事业这么多年，一方面是
我怀有一颗感恩的心，另一方面原因就
是我从这些书中学习到很多知识、思
想，不断引领着我的精神世界。”

2018年，宋海燕感觉自
己一直被幸福包围

“2018年我感到太温暖了。虽然
得知自己患了癌症，但感到自己一直
被幸福所包围。”谈及自己 2018 年的
经历，宋海燕提到最多的词是“温暖”。

宋海燕说，患病期间，自己做保洁
员工作认识的医生、护士、同事，在滨
州医学院照顾过的残疾学生，在养老
院做义工照料过的老人和他们的子
女，还有很多老同学、好朋友，都来病
床前看望自己。滨州电视台《情暖滨
州》栏目和滨州日报·滨州网的报道让
自己做的事情被广泛传播。社会上很
多爱心单位、企业、个人都来提供帮
助。此外，自己还获得了“感动山东
2018”年度网络人物等多项荣誉。总

而言之，2018年的经历让她感到这个
社会非常温暖。

“在治疗过程中，我不断与人分享
着这些温暖的事情，同时用我阳光快乐
的心态感染着身边的病友。我经常跟
病友打趣说，保持积极、乐观、温暖的心
态一定会‘气跑’癌细胞。”宋海燕说。

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加
入宋海燕的爱心团队

“我终于靠我自己的努力改变了
命运。”谈及获奖感受，宋海燕如是
说。十几年来，宋海燕经历过崩溃、遭
受过质疑，可她始终坚信自己选择奉
献公益这条路是对的。获得“感动山
东 2018”年度网络人物，是对宋海燕
所做感人事迹的认可，也是对她人生

选择的肯定。
宋海燕获奖的消息经媒体报道之

后，一股股爱的暖流不断向宋海燕身
边聚集，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加入她的
爱心团队。宋海燕治病期间的病友、
乘坐出租车时遇到的司机，还有回家
路上碰到的很多不认识的人，都纷纷
询问能不能跟她一起去养老院做义
工。此外，还有不少单位、企业正在邀
请宋海燕去演讲、座谈，给大家讲讲她
的人生经历和感悟。对于这些，宋海
燕都表示欢迎。她说：“只要是传播正
能量，只要我能帮上忙，我义不容辞。”

2019年要继续坚守公
益事业，帮助那些需要帮助
的人

“每一次去养老院，我都感到非常
快乐，非常喜悦。”虽然身患重病，但宋
海燕依然坚持去养老院做义工，为老
人们洗头、理发、修剪指甲，把自己快
乐、积极的情绪传染给养老院的老人
们。有人跟宋海燕说：“你练气功吧，
练气功慢慢地病就好了。”可宋海燕却
说：“做‘义工’我的病同样能够好，而
且好得更快。”在这样的心态下，宋海
燕病情的好转速度的确比预期要快了
许多。用她自己的话说，“感觉自己的
身体在飞速地恢复”。

“2019年，我要赶快让自己的身体
康复，同时继续坚守公益事业，继续用
我这双公益之手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
人，我也会为了自己的梦想——成为感
动中国人物而继续努力。”宋海燕说。

“中国网事·感动山东2018”年度十大网络人物宋海燕：

“2018被幸福包围，2019继续公益事业”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刘青博

一有时间一有时间，，宋海燕就读书宋海燕就读书，，充实充实、、提升自己提升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