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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吕 梁 山 护 工

本报讯（记 者 曹永亮 通 讯
员 李竹华）为推进人大代表议案
及建议办理，做好代表意见、建议
办理反馈工作，近日，孝义市人大
常委会组织召开了一场别开生面
的兑镇河流域人大代表建议面对
面答复座谈会。孝义市议案承办
单位相关负责人以及兑镇河流域
各乡镇领导、市镇部分人大代表参
加了会议。

在答复会上，来自兑镇、西
辛庄、阳泉曲、柱濮四个乡镇的
市人大代表就群众关切的采煤沉
陷 区 综 合 治 理 、 地 质 灾 害 治 理 、
民 营 企 业 融 资 、 梧 西 线 道 路 修
复、搬迁农民进城就业难、新型
农村医疗服务等 8个方面的民生事
项进行问询，孝义市直相关的 10
个部门实事求是对代表们提出的
建 议 意 见 办 理 情 况 逐 一 予 以 答
复，对因条件不成熟没有办理的

给予了详细解释，对列入计划办
理的给予相应说明。代表们踊跃
发言，为兑镇河流域各乡镇的发
展积极建言献策。

这种现场答复会不仅是人大
代表建议意见落实工作的推进会，
也 是 一 场 集 民 智 、汇 民 心 的 群 英
会，更是一场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加
强和代表进行交流的沟通会。代
表们认为：面对面答复这种形式非
常好，让他们更加真实地了解了政
府及其部门所做的工作、看到了孝
义市政府及承办部门在积极转变
工作作风，建议办理过程也充分体
现 了 承 办 部 门 尊 重 代 表 、重 视 代
表，实实在在为群众办实事、办好
事的决心。

孝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侯
登虎高度肯定了各承办单位高度
重视代表议案及建议答复工作、正
面回答不回避不绕道的态度。侯

登虎称，在今后的工作中，各议案
承办单位应提高认识，高度重视，
一把手要亲自抓，要正确面对，吃
透政策，认真研究，拿出方案，解决
问题。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履职，对
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各位代表应
该正确履职，需深入群众进行走访
调研，了解民情民意民声，敢于对
政府和部门提出意见建议，提出高
质量的议案和建议，提出群众关心
的热点、难点问题。

与会代表们纷纷表示，孝义
市人大常委会的面对面答复这种
形式为代表履职尽责提供了很好
的工作平台，作为人大代表不仅
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责任，不
但要为群众代好言，还要给政府
分好忧，希望在今后要把这种形
式持久地坚持下去。最后，人大
代表还对办理工作进行了现场满
意度测评。

命运不是辘轳，把那井绳缠在自
己身上；命运不是辘轳，要挣断那井
绳，牛铃摇春光……郑爱英唱着《命
运不是辘轳》这首歌走出吕梁山，走过
八年风风雨雨月嫂生涯，书写了一段
属于吕梁山护工的精彩故事。

她出生在石楼县罗村镇前圪垛
村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上有三个哥
哥、一个姐姐，她是家中的老小。在她
出生不到两岁的时候，妈妈便不幸去
世。至今，妈妈是个什么样子，她都不
知道，更不要说享受浓浓的母爱了。
她们一家六口人与只知道在田地里
死受的父亲相依为命，艰难度日。正
像《命运不是辘轳》歌里唱的那样“黑
油油的铁脊梁汗珠子滚太阳，挑水的
媳妇谁愿挑着黄水汤”。可是，日子就
是这么个苦日子，想要改变这苦日子，
不勤劳、不吃苦又怎么能行？那一年，
她初中上到一半，看着哥哥们连个媳
妇也娶不上，家里的贫穷落后又始终
没有改变，心里就总是酸楚楚的。万
般无奈，她退学回家，想凭自己的努
力，为这个贫穷的家减轻一点负担。

也许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贫
困的生活环境培养了郑爱英吃苦耐
劳的精神，让她学会了操持家务、农
田耕作、待人接物，小小年纪就像个
家庭主妇一样。

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经人说
合，她嫁到了汾阳三泉镇东赵村。
丈夫家也不富裕，但日子还能维持，
但随着两个孩子相继出生，添人进
口的，生活负担就越来越重了。两
个孩子学习都很优秀，可是做父母
的却不能给孩子们一个好的生活条
件。郑爱英从小就没有得到母爱，
现在做了两个孩子的母亲，总想给
孩子们更多的母爱，可她拿什么给
孩子们呀？这个要强的女人，一咬

牙、一跺脚，选择了进城打工，并把
孩子转学进城里的学校。她始终不
相信，凭着一双手、凭着一份苦，为
什么就不能改变现状、不能给孩子
们一份好的生活。她在汾阳医院做
清洁工，从一个月赚三百块钱做起，
一直做到赚六七百块；她在超市打
工，一天赚到了四十块钱，后来又到
育婴店当销售员，一个月也能赚到
一千多块钱。再后来，她又和丈夫
在城里开了个小餐馆，开了两年，因
房租涨价，盈利微薄，只好关闭。

没有的总想有，得到的还盼望，
盼来盼去谁愿盼个透心凉？不想透
心凉，就不能只是盼，一定要自尊自
立自强起来，一定要有一份“吃得苦
中苦，受得百般累”的精神，与命运
抗争，与困境搏斗！

郑爱英是个从小没妈的孩子，她
把自己的孩子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
要。儿子和女儿都很争气，先后考上
了大学。她和丈夫把仅有的一点积
蓄拿出来，又向亲朋好友借了一些，才
凑齐了学费。在送儿子到太原乘车
去学校报到的时候，看着儿子寒酸的
衣着和行礼，她做母亲的心在一阵阵
疼痛。之前，她听别人说，做月嫂一个
月能赚到几千块钱，心里就萌生了做
月嫂的念头。去太原送儿子，她在省
城街道无意中看到了“贝亲好家政”的
广告牌匾，就悄悄地记下了广告上的
联系方式。送儿子上车之后，她只身
来到贝亲好家政公司了解情况并决
定参加公司的月嫂培训。仅有的一
点初中文化知识帮了她的忙，从小操
持家务、婚后生儿育女的生活经验在
培训过程中找到了理论依据和规
范。培训结束后，她从工资少的岗位
干起，从两千多元到三千多元，直到四
年后，月工资达到了八千八百元，赢得

了“金牌月嫂”的荣誉称号。
她把年纪大点的产妇当作姐

妹，也把年纪小点的产妇当作自己
的女儿，把每一个初生的婴儿都当
作自己的孩子照料，把自己不曾享
受过的母爱倾注在每一个孩子身
上。做好了，她欣慰；做不好，她自
己心里就难受。赚钱是为了更好地
生存，但是爱的付出，在她来说却是
自然而然的真情实感。所以，好多
客户点名要她服务，还有的客户向
公司一而再、再而三要求续月。她
知道，这是大家对月嫂的尊重、是对
她工作的肯定与褒奖。

然而，人心难测啊，啥事都能碰
上。

有这么一户人家，儿子儿媳和
父母住在一起。儿子儿媳对郑爱英
的服务十分满意，但是他们的那位
老父亲却脾气古怪，对郑爱英的工
作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按照公司
规定，月嫂给月子里的产妇提供的
是“三正三加餐”服务，都很清淡。
为了提提味道，儿媳提出菜里加点
姜片。没想到，仅仅是这么点事情，
却让老人家大动肝火，把郑爱英数
落谩骂得无地自容。儿媳实在看不
下 去 了 ，说 是 她 本 人 要 求 加 姜 片
的。那老人家也不和儿媳理论，却
指责郑爱英，说儿媳那么说是郑爱
英教唆的，是郑爱英在挑拨离间他
和家人的关系……

郑爱英不敢把这些事情告诉自
己的家人，怕家里人不让她干了，更
怕两个正在大学读书的孩子心疼妈
妈，为妈妈担心，影响学业。躲在别
人看不见的地方，她偷偷地哭过。
但见到客户、见到服务对象时，依然
是她暖心的笑容、温馨的话语和周
到细致的服务。

让郑爱英感到无比欣慰和备受
鼓舞的是，家乡吕梁出台了“培训一
人、就业一人、脱贫一户”吕梁山护
工培训就业的行动计划。郑爱英作
为一个较早从吕梁山走出来的月
嫂，在太原贝亲好家政公司见到了
来自家乡吕梁的领导。家乡人、家
乡话，真诚的尊重、高度的评价，暖
心润肺、情真意切啊！

在家乡人的支持和鼓励下，她
在继续月嫂工作的同时，创办了“吕
梁山护工 贝亲好家政”汾阳分公
司，已举办多期培训，并外派十多名
护工上岗工作。她还以吕梁市“优

秀护工”代表的身份，在吕梁十三个
县市进行了巡回演讲，她想要告诉
家乡妇女姐妹们的是：外面的世界
并不是那么无奈，外面的世界真的
很精彩。

命运不是辘轳，挣断那井绳，
走出吕梁山，就能走出吕梁山护工
的精彩天地；命运不是辘轳，挣断
那井绳，走出吕梁山，就能用自己
的双手摘掉贫穷的帽子，就能用自
己的双脚踩出一条奔向小康的阳光
大道。

这是可以成真的梦想，这是对
家庭、对家乡最好的回报。

零距离沟通 面对面答复
孝义市召开兑镇河流域人大代表面对面答复会

代表们认真阅读会议文件

郑爱英：命运不是那辘轳
□ 文/图 田文海

十万护工出吕梁，自立自强奔小康。
一人培训、一人就业，全家脱贫，是吕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致富的通行证；诚信、勤

劳、专业，是吕梁山护工响亮的特色劳务品牌。 ——题记

郑爱英对待客户的孩子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