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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列 整 齐

的房屋、干净整洁的

村道、清新优美的环境，

冬 日 里 ，家 家 户 户 囤 满 粮

食，农闲时大家在文化活动广场

怡然自得晒着太阳……“这都是乔

书记的功劳。”谈起村里这些年发生的

变 化 ，大 家 首 先 挂 在 嘴 边 的 就 是“ 乔 书

记”。为提高村民幸福指数，乔海燕多次找

政府，跑企业，寻求投资，为花园沟村修筑

了防洪河堤 500 米，有效防止洪涝灾害发

生，为农民的庄稼增产丰收保驾护航；为全

村粉刷外墙面 2000平方米，美化了环境；申

请 资 金 为 村 里 硬 化 路 面 ，修 建 田 间 公 路

1000米等基础设施，方便了村民田间劳作；

维修人畜饮水提升工程，让村民吃上了放

心水；修缮宋家山到花园沟 600 米柏油路，

方便了村民出行；硬化文化活动广场，配置

健身娱乐设施，丰富了老百姓的业余文化

生活；争取资金给常住村的村民全部维修

了窑洞，修建了户用厕所……村容村貌发

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乔海

燕总是带着一颗火热的心，用心用情用力

为群众排忧解难，成为群众身边的贴心人、

暖心人。当他得知村民牛乃信妻子病情加

重，他用自己的车辆带其到县城求医问药，

又开车近 4个小时，到省城太原帮助其联系

医院，寻找医生，在奔波多家医院后，终于

为其安排好住院和手术等事项，帮助解决

了就医难题，在这危难时刻，一辈子没出过

大山的老人亲身感受到了大城市有亲人帮

助的感觉，激动得热泪纵横；乔海燕还多次

到慈善总会为特困户申请救助，为牛改秀

和张赖放申请到助老金每人 500元；为牛放

二、张左梅、裴老商申请到助医资金每人

1200 元，极大地缓解了特困户的困难；他

还协助村里 4 个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办理了

残疾证；“乔书记待我们如亲人啊，我们心

中永远惦念他的这份情。”朴实的村民们分

别为帮扶单位和他赠送了锦旗，表达他们

的感激之情，这便是对乔海燕九年帮扶路

最大的肯定。

“和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是一名

共产党员，更是一名军人的使命与担当。”

乔海燕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他在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道路上的

承诺。新的一年，乔海燕将带领花园沟的

村民们奋力奔跑在希望的田野上，写下一

个个春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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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你生活和工作中的关键词是什么？
努力算一个。考研路上的努力，中考、高考、学习中的

努力，乡村振兴道路上带领广大农民致富付出的努力，在
各行各业工作中的努力……

这些努力中有期望、有梦想。但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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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丰毅

少年自当扶摇上
揽星衔月逐日光

□ 图/文 本报记者 王洋

“咚咚咚……有人在家吗？”

没一会，一个戴着黑色眼镜，约摸一米

七几的大个子，看上去文质彬彬的小伙子开

了门，“您好，快请进”。

“父母不在家吗？”记者问。

“我妈妈送我妹妹上业余课去了，等一

下就回来了。”“您先坐下，我给您倒杯水。”

吕梁蕴华双语学校初三学生张丰毅礼貌地

回应道。

张丰毅是该校初三的一名优秀学生，三

年来，他学习成绩优秀，而且打得一手架子

鼓，得到众多老师的一致好评。

张丰毅的父母都是教师，而且都在临县

基层一线教书。夫妻俩人从星期一上班到

星期五再回到离石家中，这样的生活节奏维

持了有十几年。

“现在丰毅上初三，妹妹上初一，两个人

都在一个学校，在生活方面省事了不少，但

是在学习方面还得多操心。”张丰毅的母亲

薛金菊说，这两个孩子上小学的时候，我和

爱人经常不在家，只能让丰毅的奶奶照顾他

们的生活。

正是这样的生活，也让张丰毅的家务活

动和做饭手艺见长，父母不在家的时候，他

不仅要照顾妹妹，还在妈妈和奶奶的悉心指

导下，学会了做饭。“现在炒几个家常菜、和

面都没有问题，儿子逐渐成长，让我们做父

母的也很欣慰。”看着慢慢长大的张丰毅，薛

金菊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不想让爸妈觉得我是一个衣来伸手饭

来张口的孩子，尽可能多学一些基本的生活

技能，做到自己能够独立生活，也不想让父

母为这些事情多操心。”张丰毅说。

“上了初三，学习压力大吗？平时上课

的时候，你又是怎么坚持积极向上的学习状

态？”记者问。

“学习压力大是很正常的，每天的知识

量很大，全部吸收那是不可能的，这就得日

复一日地刷题、复习、总结。”说到学习，张丰

毅话多了起来，“当然，好好听课是上课的基

础，在平时的上课中，我非常注重听课，不管

老师讲解得有多么简单，我都会认真听写，

并且不断地记笔记。老师们讲解的每一种

思路和方法，我都不会错过，这样我就能够

学到更多的解题思路和方法，同时还能把很

多知识点再一次深入理解。最关键的就是

学习流程，不论是什么课，我都会形成‘预习

—提高—总结—复习’这样一个过程。在学

习新课的时候，自己首先要预习即将要讲的

课程，把章节的每一个知识点都要先看看，

同时试着做一些简单的试题。当老师讲完

后，就是一个提高的过程，不但要把课后的

作业全部做完，而且在适当的时间做一些课

外的内容来提高自己的知识运用能力。做

完题后还要把所有的知识点进行梳理总结，

最后一定要抽出时间来复习，复习是解决遗

忘的最佳方法。”

“当你遇到学习上的困难时，你通常是

怎么解决的?”记者问道。

“在每次上课前，我都会思考一下今天

上课的某个知识点和难点，老师讲完后，看

看自己能不能全部吸收，如果还有疑问和不

懂的地方，我会先和学习不错的同学探讨一

下，如果还是没有想明白，我就会找老师，让

老师再给我多讲几遍，最后再总结一下，之

后遇到类似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在学习

遇到困难的时候，张丰毅有自己的解决方

法。

“首先，夫妻俩对孩子的教育理念要一

致，这样合力才大。其次是尊重孩子的天

性，在安全可控的情况下，尽量给孩子更多

体验机会，偶尔吃吃垃圾食品或者通宵打游

戏、玩手机之类的未尝不可。再次，面对困

难的时候要积极应对，胜不骄，败不馁，主动

想办法处理。上初中后，好多科目都得学，

班级里的事务都要做，家里的家务也要学着

做，分清主次，珍惜锻炼机会，助力成长。最

后，学习不是唯一的，但作为学生一定要牢

记学习是最重要的，好好学习，不断进步才

能有更好的未来。”在教育孩子方面，张丰毅

的父亲张云旺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要在相同的地

方摔跟头。”张丰毅“三个不”的座右铭一直

激励、鼓舞着他继续努力。

刘敏琪

宝剑锋从磨砺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

□ 图/文 本报记者 冯凯治

今年六月，怀着对大学生活的留恋与

“二战”考研的决心，23 岁的刘敏琪从沈阳

体育学院毕业后，准备“二战”长达半年之久

考研。

“从二月份成绩出炉的遗憾到三月份毫

无意外的落榜，尽管在成绩发布之前就做过

可能会‘二战’的心理准备，但是当事实尘埃

落定之后，内心依旧难免失落，以及更多的

是对自己的埋怨和对现状的不甘。”交谈中

得知，刘敏琪正是怀着这份不甘，仍旧坚定

的选择了“二战”，继续坚定地选择了上海体

育大学，选择了这所从高中时期就十分憧憬

的院校。

“坚定考研‘二战’后，最首要也是最关

键的一环，即分析自己的成绩并找出过去这

一年复习中的不足，从而制定针对性的改进

计划。”刘敏琪说，通过对成绩的分析，我立

刻找出了失利的主要科目即专业课成绩的

不足。

“在去年一整年的备考中，我存在严重

的‘前期状态猛如虎，后期进度原地杵’的问

题，导致前期很多掌握的专业课知识后期并

没有得到完善的落实，知识结构脱节，没有

形成对课本知识完整的逻辑体系框架，这也

是专业课成绩不如人意的主要原因。”刘敏

琪苦笑着回忆。

针对这个问题，刘敏琪通过制定月计

划、周计划的方式，将冗长的战线和繁杂的

复习任务分割到具体的不同时间段，并明确

不同时间段应完成的具体任务以及完成任

务的具体指标，尽可能地做到周周有反馈、

月月有进步，及时了解自己的学习进度与情

况。同时，他在背诵方式上作出一定的改

进，过去专业课的背诵过于依靠自己短时记

忆的能力，而忽视长期知识的巩固，因此，在

借鉴许多学习经验贴后，选择了更能加深长

期印象的方式，不再拘泥于具体的“一字一

句”式背诵法，而是从整体的框架上去了解

知识结构、原理，并不间断、周期性的进行知

识点的复习巩固。

在明确学习计划及方式之后，最关键的

便是在“耐得住寂寞”的日子里不断坚持努

力。刘敏琪说，“二战”考生不同于一战的学

生，可以在学校图书馆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

并肩作战，“二战”的旅途注定是孤独的、是

寂寞的、是难熬的，周边没有“战友”的陪伴、

没有老师的线下指导，充斥生活的只是看不

完的网课、翻到皱黄的资料、两点一线的单

调生活以及无数个焦虑难眠的夜晚。

但是，对于坚定选择“二战”的刘敏琪来

说，放弃二字是永远不在人生字典当中的。

在半年的沉浸式备考过程中，刘敏琪感悟最

深的便是“痛苦是人们进步的核心动力”，他

开始转变自己对于当下每一个难熬瞬间的

看法，将其视为自己实现进步的宝贵机会，

在痛苦中成长、在痛苦中努力。

“人只有在走上坡路的过程中才会感到

累”。刘敏琪的一位考研政治老师的这句话

深深影响着他。也正是在老师的影响下以

及对自己理想的坚持下，刘敏琪终于结束了

长达半年之久的备考生活，并迈入了自己的

“战场”。

如今，第二次的考研也已经尘埃落定，

回顾一天半的考试过程，刘

敏琪可以欣慰的对自己说没有什么遗憾了。

采访接近尾声时，当问及刘敏琪对未来

的憧憬时，刘敏琪表示，努力不一定会有收

获，也坚信如果不努力就一定不会有收获的

哲理。无论最后结果如何，最为珍贵的是这

段不断努力、突破自我的历程。结果有好有

坏，总会掺杂着遗憾，但是努力奋斗的人生

历程不应该感到遗憾，无论是对现在亦或是

将来，努力都是人生的主旋律，这段经历终

将是人生中宝贵的精神财富。

乔海燕

初心不变为振兴
辛苦换来农家乐

□ 图/文 本报记者 阮兴时

一见面，高大的个子，挺拔的身躯映入

眼帘；一开口，爽朗的笑声，开心入耳；一搭

手，手掌坚实有力，此人不简单；一聊天，工

作熟悉又清晰，村情户情如数家珍，这就是

市招商引资服务中心驻兴县高家村镇花园

沟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乔海燕。

作为一名有着军旅生涯的老党员，乔海

燕选择扎根山村，2015年到现在，他从脱贫

攻坚到乡村振兴，整整九年风雨无阻地倾注

在驻村帮扶工作上，勇于担当，情系百姓，屡

屡建功。和乔海燕交谈中，记者明显感受到

他明晰的帮扶思路和实干的精神，随着走访

村干部和村民，乔海燕的事迹更丰满起来：

为彻底改变全村人靠天吃饭的落后面

貌，发展产业成了乔海燕的关注重点，在多

次和村支“两委”协商、调研后，成立了村集

体养殖合作社，向上级部门申请到资金 15
万元，为村里购买了 100 只湖羊，鼓励村民

通过自身劳动走向富裕，在全村燃起了养殖

热潮，通过养殖湖羊，村民年人均收入提

高了 600元。“2024年，我计划引导村

集体合作社在养殖、种植和农副

产品深加工方面加大力度，

实现村民在家门口就可

以 创 业 增 收 的 愿

望。”乔海燕对新

的 一 年 充 满

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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