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唤娥是临县第一位女公交司机。47岁的

她自 2019 年 10 月成为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以来，

出车 1400 多天，行驶 20 多万公里，零事故、零投

诉。也因其几年如一日坚持以爱心、热心、耐心、

细心、贴心为乘客服务，被群众誉为“临县最美公

交车司机。”

“这位公交车司机阿姨好厉害，开这么大的

车往返于一条条街道和站点，看着好威风，好潇

洒。”“这就是咱们女人中的佼佼者。”“对大家天

天都是笑脸相迎，扶我们老年人上车，很热心，很

文明。”往返于临县高级中学至文峰苑 4 号线的

公交车上，白唤娥听到的夸赞声天天不绝于耳。

诚然，作为一个县城里第一位女司机，大家在新

奇中只是夸赞她的飒爽和文明，四年来，渐渐地，

大家更清晰地看见白唤娥身上坚韧、踏实、勇敢

的一面。

驾驶公交车是一件辛苦活，但白唤娥仿佛有

源源不断的热情和活力。偶尔倒班同事有事请

假，她可以早餐多吃一个馒头，就这样坚持一整

天。她非常爱笑，同时又有一颗细腻的心，在营

运过程中，她时刻留意周围的车辆动向，并留心

注意每一位乘客的细节状态，有的人可能身体不

太舒服，有的人行动不便，白唤娥就会多等一会，

并协调车上的乘客让座，耐心等大家都稳稳地坐

好，这才放慢车辆起步的速度启动公交车。

一边观察白唤娥驾驶车辆的细节，一边看她

和群众文明互动，在不影响驾驶的情况下，偶尔

和她聊天了解过往的事。

去年疫情期间，临县公交公司承载着运输感

染新冠病毒感染人员的重任。出于对家人的健康

等因素考虑，好多人显得很为难。这时候白唤娥

第一个站出来表示愿意去，其他人看着一个女司

机主动站出来，也纷纷加入。尽管穿了防护服，但

往返几次后，白唤娥浑身酸困并且发冷，还伴有干

呕现象，身体不支的情况下，白唤娥报备了公司领

导，立即去就医，休息了一晚上，次日身体轻快起

来，想着自己的职责，立即又加入抗疫的队伍中。

拾金不昧的事更是做了不少。有一次，临县

高级中学的一位男同学将手机、身份证、银行卡

等重要物品落车上了，白唤娥心想：“孩子第一天

开学，东西都落车上，该多着急啊。”于是立即想

办法，最后辗转联系到临县高级中学的一位教

师，最后将东西一样不少的送到孩子手上。

“五一”当天，白唤娥中午 12:10 分上班，要

到晚 8:00才能下班。“说不累是假的，但是每次看

到乘客开开心心上车，开开心心下车，身体上所

有的酸痛都一扫而光了，我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很

有意义的事情。”白唤娥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热情

服务乘客，她将自己的真心、真情充满了整个公

交车厢，也把最美的风景刻进了乘客心里。

4 月 29 日，五一小长假第一天，多地已开启

“人从众”模式，朋友圈里各种人潮汹涌与景点打

卡视频齐飞。旅游热度的飙升，甚至让“今年的

五一疯了吗？”上了微博热搜。据央视新闻的报

道，今年“五一”假期预计会有超过 2.4亿人次出

游，将恢复到 2019 年的 104%，预计平均出游距

离将达到 270公里至 280公里左右。

李嘉璐坐在离石区永宁东路的一家便利店

里，一边在手机上刷着五一出游的各种短视频，

一边准备随时招呼进门的顾客。作为一名销售

人员，五一出游的热度，只是她和好友们聊天的

话题之一，按时做好每天的工作，才是她必须关

心的重点。

“今天八点就过来上班，白班虽然忙一些，但

是不影响休息，所以我还是更喜欢白天上班，虽

然没时间享受五一小长假，不过明天白天就可以

休息了。”李嘉璐告诉记者。

2022年 3月底，李嘉璐从太原盛世技工学习

学习美容回来，进入离石区的一家美容机构当起

了学徒。由于学徒工资较低，加上不太喜欢这个

行业，两个月后她就离开。随后，又在时下正热

门的新茶饮品牌——蜜雪冰城在离石的一家加

盟店里找到一份岗位。当时，按照新冠疫情防控

政策和店里的规定，工作人员必须一直佩戴口

罩。就是这一措施让她的脸上开始起痘，无奈之

下，她只得再次转行，来到了这家 24小时营业的

便利店。

“由于是 24小时营业，隔两天我就得上一次

夜班，但好处是上完夜班第二天就可以休息一

天，所以算起来，我的休息时间还不算少。”李嘉

璐笑着介绍。

虽然只拥有碎片化的休息时间，但只要有

空，李嘉璐还是喜欢和朋友们一起逛街购物、一

起寻觅美食，一起拍照打卡。4 月 22 日，离石区

王营庄文旅小镇盛大启幕。4月 28日，市葫芦文

化博物馆开园又在信义镇严村开门迎客，纷纷赶

在五一假期前开业的各种旅游资源，为她们提供

了更多出门游玩的选择。

“现在的这份工作，我暂时感觉还比较满意，

所以想珍惜机会，先做好本职工作，努力挣钱，希

望能为以后逐梦诗和远方打个好基础。”李嘉璐

说。

李嘉璐：为幸福美好生活积蓄能量
★□ 本报记者 刘少伟

“五一”小长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休

闲娱乐、放松心情的日子，当人们沉浸在与亲朋

好友外出游玩的欢乐愉悦中，或是与家人团聚一

堂的温馨惬意中时，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依然坚

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甚至比平时更加忙碌、

肩负的责任更加重大，他们就是人民警察。

“同志，您好，这里是行车道，不能停车，请按

照指示牌将车停放在指定位置，谢谢您的配合。”

5 月 1 日，在离石区王营庄乡村振兴示范区吕梁

市公安局离石分局网安大队长刘晋峰和他的队

员们正在忙碌地执行安保任务，同时维护着周边

的道路交通秩序。“‘五一’期间人流量大，存在着

较大的安全隐患，为此，离石公安分局加强全区

‘五一’假期的社会面治安管控，从 4月 29日开始

到 5月 3日，对王营庄、白马仙洞、大东沟、安国寺

景区及新城壹号美食街等重点部位开展安全保

卫工作，以景区、商圈秩序维护和治安管控为工

作重点，按照‘五个严防、三个确保’的目标要

求，强化执勤值守，开展服务引导、纠纷调解、安

全防范、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努力为景区、商圈

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稳定的节日氛围。”刘晋峰

告诉记者。

采访期间，一名身着表演服装的人急急忙忙

地跑了过来，“警察同志，您好，我的表演时间马

上就要到了，可我的车还有点故障，时好时坏的，

入口处人又多，短时间内我到不了怎么办？”听到

群众的求助后，刘晋峰和他的队员们热心帮忙、

积极协调、迅速反馈，有的寻找场地指挥停放车

辆，有的协调执勤点工作人员重新安排路线，有

的拦停了路过的搭乘车辆……最后，经过大家齐

心协力的帮忙，这名表演人员终于按时到达了场

地。“其实对于我们的职业来说，类似这样的事情

会遇到很多，节假日在岗不仅是我们的职责所

在，更是要通过自己的坚守和努力，不断提升人

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满意度。”刘晋峰说。

头顶警徽、身穿警服，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

使命。他们，坚守岗位，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人民

警察为人民的铮铮誓言，用一个人的辛苦换来整

座城市的安定有序。在他们看来，“这样的付出

是为了让城市秩序井然”、“让更多人安心过好节

日”……正是因为他们的守护，这个“五一”假期

分外祥和、安定。

□ 本报记者 刘丽霞

刘晋峰：给群众触手可及的“安全感”
★

五月，春光灿烂，温度终于升了起来。今年

的五一假期，王艳花依然坚守在岗位上，5月 1日

早上八点，王艳花已经来到吕梁职业中专的值班

室，开始了假期后课程的备案工作。

从 2008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吕梁职业中专任

教，到现在已经有 15个年头，王艳花感慨：“在大

学的时候，教学对于我来说只是一种模糊而抽象

的概念，一种不得不完成的学业任务。可是当我

走进真正的课堂，面对着一张张陌生而稚嫩的面

孔，用充满新奇和渴望的眼神看着我，那一刻，心

中的责任感油然而生。”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为了上好课，

王艳花利用所有的空闲时间研读教材和课程标

准，认真备课，悉心琢磨上课方式。一开始，教学

效果并不如人意，放松一些，课堂就会乱糟糟的；

抓严一些，孩子们又没了学习兴趣，教室里死气

沉沉。由于学生都是中考落榜生，缺乏自主学习

能力，没有良好的学习习惯，让王艳花很是头疼。

在苦恼纠结中度过了一段时间后，王艳花明

白了教学并不是站在讲台上把课讲完这么简单

的事。她不再一天到晚伏在办公桌上写教案，而

是跑去别的老师的课堂上听课，看着那些经验丰

富的老教师们在讲台上高谈阔论，潇洒自如，举

手投足间毫不费力地吸引住学生们的注意力，那

些枯燥生涩的知识点就在一阵阵笑声中被学生

轻松吸收。那种情景让王艳花艳羡不已，也在心

中确立了新的努力方向。王艳花每篇课文都用

一首歌曲导入，让学生们观看名家朗诵课文的视

频，并延伸了很多课外知识，同时设计出各种各

样的小组竞赛，成功调动起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和

学习积极性。

在成为班主任之后，每天除了大量的教学、

教研和班级管理工作，王艳花还会尽力挤出时间

走到孩子们中间去，关注每个孩子的学习生活动

态和情绪起伏。她知道，在每个孩子的内心深

处，都有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即使再不起眼、再

不听话的孩子，都有自己的闪光点，而她要做的，

就是让他们看到自己的闪光点，发掘他们的潜

能，让每个孩子都做一颗发光的“宝石”。

15年来，一次次加班加点准备教案，只为了

学生更容易学懂新知识，王艳花收获的，不止是

一个奖项或一个荣誉称号，更是收获的学生们毫

无保留的爱和信任。“在三尺讲台上，我就是孩子

们的老师；而在讲台之外，我希望自己更是每一

个学生的朋友。”王艳花对学生持之以恒的热情，

将“劳动模范”体现的淋漓尽致。

□ 本报记者 白凯冰

王艳花：让每个孩子都能“发光”
★

五一假期是今年春节后的第一个较长的假

期，在大部分人计划着如何出游让生活变得更丰

富多彩时，超市工作人员却在节假期间坚守岗

位，服务群众，确保市场供应充足稳定。市区惠

利多生活购物超市理货员薛改爱就是其中的一

位，对于她来说，别人的节假日就是她的工作日。

50岁的薛改爱是蔬菜区的一名理货员。清晨

6点 50，整个城市渐渐苏醒，薛改爱早已在生鲜库

房里忙活着分拣。为了让前来购物的市民能够随

时买到新鲜蔬菜，她每天都要在负责的 30多平米

的区域里穿来穿去地忙碌着，陈列货物、整理货

箱、台面清理，一遍遍地重复着一项项操作。

4月 29日上午 10时，记者走进惠利多生活购

物超市，各色生活必需品琳琅满目、丰富多样，市

民们正仔细地挑选着心仪的商品，收银台前排起

了长龙。在蔬菜区见到薛改爱时，她正忙着将顾

客翻乱的台面排列整齐，眼睛还不时在观察其他

区域的情况，脑子里迅速记下哪些菜品已空架要

及时补货，让前来买菜的每个人都满载而归。虽

说蔬菜区面积不大，但却是市民需求量最大的地

方，种类多、上货的频率高，这也让薛改爱停不下

来。“补得勤一点，不新鲜的就撤下来换上新鲜

的，还要及时清理菜架上被不慎折断的菜叶，并

对一些有损伤、影响销售的蔬菜做下架处理。”薛

改爱说，五一期间，超市推出了一系列促销活动，

像西葫芦、豆角、茴子白等大陆菜由于价格实惠，

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选购。

“平凡的工作也要用心才能做好。”今年是薛

改爱来到超市工作的第二个年头，在她看来，超

市理货员是个细心活，每种蔬菜的摆放位置都要

记得清清楚楚，当台面出现一小块“空白”时，要

勤添少补，第一时间将新鲜的蔬菜填充上来。同

时，理货员也是个体力活，每天大几百斤的蔬菜，

员工们分工合作，搬不动就抬，抬不动就用车拉，

“一个班上下来，光是搬运货物就要跑十几趟。

干得多了，也不觉得累了。”薛改爱笑着说。

由于工作原因，几乎所有节假日薛改爱都没

有休息过。薛改爱说：“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感觉，

这就是我的工作，看到顾客每天都可以吃上新鲜

的水果，我觉得也挺有意义的。现在我越来越喜

欢这份工作，感觉每天从早做到晚也感觉不累，

一心只想着把事情全部做好。”目前，惠利多生活

购物超市有一百多名像薛改爱这样坚守在工作

岗位上的理货员，正是因为他们的默默劳动、坚

守岗位，我们才能在节假日随时购买到新鲜健康

的水果、蔬菜等一切生活物资。

□ 本报记者 罗丽

薛改爱：用坚守保障蔬菜的新鲜供应
★

在热闹的步行街对面，货源街巷口，多加留

意就会看到一个补鞋摊，补鞋匠闫长保师傅坚持

每天出摊，坚守在这个位置，日复一日。

闫师傅的摊位不大，一看就很有年代感的木

箱子装着剪刀、钉子、铁锤、胶水、尼龙线、防水布

等，还有一台补鞋机。除了补鞋，闫师傅还配钥

匙，这就是他这个摊位的全部。记者刚走到摊

位，闫师傅就问：“补鞋？”说明来意后，他爽朗的

笑了笑，热情地让坐下。因为常年在外风吹日

晒，闫师傅古铜色的脸上已见岁月的痕迹，一见

人就露出整齐的牙齿憨厚地笑着，他眼睛不大，

却也有神，不时地看着过往的行人，判断是不是

来修鞋的人。

闫师傅今年 57 岁了，结婚后跟着同村的师

傅学了一年后就自己开始摆摊，这一干就是三十

年。以前补鞋的人多，生意好，在货源街这一带

补鞋的师傅有十几个，现在也没几个人再坚持

了。说起现在的补鞋光景，闫长保轻轻地叹了口

气，低下头说：“现在补鞋的人少了，补鞋的人的

要求也越来越高，不仅要耐穿、舒适，还要美观。”

即使每天钱挣得少，却也每天的出摊收摊中倒也

获得一份简单与自在，这也是闫师傅坚持的原

因。

在采访的过程中，不时有三三两两的顾客过

来，一位附近工地上的工人拿着一双沾满泥土的

胶鞋走过来拿给了闫师傅，他仔细地看了看被划

破的鞋面。闫师傅的手干裂，布满了老茧，却也灵

活，只见他熟练的搓线、上线、转动着机器，不一

会，一双鞋就补好了。修鞋的时候，闫师傅很认

真，一直半蹲着，不坐凳子，也不说话，等修好了

鞋，顾客走了，闫师傅才接着和记者介绍他的这台

补鞋机。这是他的第二台机器，也已经用了 8年，

第一台补鞋机陪伴了他 20多年，可以说是他们家

的“功臣”，在过去的日子里，都是靠它支撑着一家

人的生计。“现在生活好了，儿女都挣上了钱，女儿

很争气，考了大学，现在已经毕业当了老师。”说到

这，闫长保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补鞋是一项传统手艺，要清理、剪裁、上线、

粘胶、上钉……等工序，不仅如此，还要面对很多

刚脱下脚的鞋子，难免有味道。闫师傅一脸真诚

地和记者说：“最开始年轻的时候也觉得有点不

舒服，现在把鞋子修补好，顾客满意才是我最关

心的。靠双手劳动挣钱才是最大的体面。”喝了

一口水，闫师傅继续说道：“人就是要多劳动，我

现在不干活就觉得心慌。”

谈到五一假期，人们都出去玩，闫师傅告诉

记者，三十年来，从来没给自己放过假，每天早上

9点左右在家吃过饭，就骑上摩托从交口镇石盘

村出发，到了摊位，直到晚上 7 点才收摊。中午

也不回家，买个饼子喝口水，就是一天，也是他的

每一天。回忆起自己去过最远的地方，大概就是

年轻时去石家庄进货的时候，也已经是很久远的

事了。“我修过的鞋就是我走过的路，鞋修好了，

人生的路也就好走了”闫师傅豁达地说。

车来车往的路边，闫师傅的衣服上已经布满

了一层灰尘，但是补鞋机却在他的不断擦拭下，

始终保持着锃亮。明天同一地点，依旧能看到闫

师傅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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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娟娟

□ 本报记者 李亚芝

白唤娥：把最美的风景留给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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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长保：鞋修好了，路就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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