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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你生活和
工 作 中 的 关 键 词 是 什
么？

奋斗算一个。有从
无职业到当上农村党支
部书记助理的奋斗，有
从在消防救援一线到无
悔青春的奋斗，有从一
名大学生到从事教育工
作的奋斗……

这 些 奋 斗 中 有 心
酸、有等待。但惊喜！

李红

前路漫漫
笃行步步

□ 图/文 本报记者 高茜

隆冬时节，寒意正浓。夜晚 8 时许，柳

林县李家湾乡下白霜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李

红才从村里下班回到柳林县城家中。她迅

速脱下带有寒气的外套，冲去洗手间用热

水洗完手后顺手到厨房热上晚饭，随后到

客厅陪她四岁的孩子。

“这是常态，基本每天都是这个点才能

进家门。”李红家住柳林县城，距离她上班

的村子车程约一小时，冬天夜长，天黑早，

用她自己的话说，每天都是“披星戴月”去

工作，也少了陪伴孩子的时间。

今年 30岁的李红在亲戚朋友眼中可从

来没有这样的一面。大学毕业后她选择了

自由职业，在她的认知里，工作就应该是轻

轻松松、随心所欲，工作环境得允许自己每

天都可以打扮得精致，过得悠闲自在。随

着时间推移，身边的玩伴大都找到了工作

定位，只有她还没有新的规划。一次偶然

的机会，她开始关注山西省启动的“乡村振

兴万人计划”招考信息，或许受从小在农村

生活的经历影响，她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备

考行列。经过一年多苦学，2022 年 10 月，

经过层层考核，她顺利成为一名到村工作

大学生，也就是这次偶然的选择彻底改变

了她对工作的认知。

“我是在岗位设定最大年龄的那一年

考到李家湾乡下白霜村的，党支部书记助

理、‘两委’办公室主任、报账员都是我，这

一年多时间简直是刷新了我对工作的认

知。”原以为农村工作悠闲轻松，刚去村里

报到那天，李红就被眼前略显局促的办公

环境吓住了，她想象中的“山上层层桃李

花，云间烟火是人家”的场景似乎没有在这

里展现出来，而当村党支部书记用那沧桑

的大手有力地与她相握时，她才彻底从现

实中清醒过来。刚开始她也感到迷茫，不

确定自己是否能坚持下去，不确定自己的

选择是否正确，带着这样的迷茫和信念，她

开启了自己的农村工作生涯。

农村日常工作较繁琐，工作环境略艰

苦。打扮精致、身形面庞都稍

显稚嫩的李红，刚开始总是

身着西服小单鞋就开展入

户工作。村民总觉得这

个 打 扮 讲 究 的 小 姑 娘

就是来基层待几天就

走 ，压 根 不 会 扎 根

下去，对她的工作

也并不在意，也

没 那 么 配 合 。

第 一 次 入 户

回 到 家 后 ，白

日里的一幕幕不

断 撞 击 着 她 的 内

心 ，留 给 她 的 有 疑

惑，有焦虑，有无助，

有彷徨。

迅速调整心态，找准

位置，虚心学习，不断求教，

掌握农村工作方法和技巧。

第一个翻身仗，是在入职后将近 5个月时，村

里开展自建房排查工作时打的。当时她是

联合村干部挨家挨户排查村内自建房有无

安全隐患工作的主力之一，到了下白霜村杨

家岭自然村时，山路十八弯不好走，海拔又

高、温度低，但也没让李红停下工作的步

伐。从早上 8点到晚上 8点，车到不了的地

方就借农户的摩托骑，摩托到不了的地方就

徒步，大半个月下来，白皙的皮肤和娇嫩的

双手大变样，可也正因为这日复一日的坚

持，村民对这个精致的姑娘有了新的认识。

“突破？现在每时每刻我都在突破自

我，突破我对工作的认知。”当记者谈到她

对工作认知的突破时，李红笑着说：“我可

算是明白了面试时候说的那句‘上面千条

线，下面一根针’有多形象了。”

在这一年多时间里，她在四个村子几

千余亩的土地上，走访了两千余名群众，坐

上百姓炕头，聊聊家长里短，谈谈增收致

富；乘着村民不太稳当的摩托车，深一脚浅

一脚踏入田间地头，识识五谷六畜，与村

“两委”班子一道挑灯夜战，谋谋今后发展

……这一切都与她曾经以为的“工作”格格

不入。曾经，她也在“凤凰花开的路口”尽

情畅想，现在她不仅看见村里“凌晨四点的

太阳”，也经常披着月光“孤身走暗巷”，但

她已经被这片土地深深地吸引着，不怕吃

苦，不畏艰难，打破自己的舒适圈，以满腔

热情投入到乡村振兴工作中。“前路漫漫亦

灿灿，接下来的三年五年十年，我仍旧还是

会一往无前，炽烈热望，让这段日子璀璨生

光。”李红坚定地说道。

唐苗

生死救援
无悔青春

□ 图/文 本报记者 康桂芳

救民于水火，助民于危难，给人民以力

量。唐苗是吕梁消防救援支队北川河西路

特勤站战斗四班班长，作为一名消防员，他

始终把“见第一就争，见红旗就扛”的荣誉

意识刻在心中，不断挑战自己、突破自己，

完成一个个目标。

从一名列兵到二级消防士，他获得个

人嘉奖 7 次，个人三等功一次，集体三等功

一次。2019 年、2020 年他分别获得山西消

防救援总队比武竞赛负重 5000米个人第五

名，吕梁市消防救援支队冬训比武竞赛个

人综合第一名、5000 米负重第一名。今年

在第四届吕梁职业技能大赛上，他又获得

消防个人项目类技术状元。

“如果有来生我还会选择当兵”

“穿这不冷吗？”已经是深冬，一见面，

唐苗单薄的着装让记者印象深刻。

“不冷！习惯了！”唐苗轻快地回复，但在

采访过程中他声音沙哑还伴随着轻微咳嗽。

去年 12 月 16 日凌晨 3 点，一辆运输玻

璃钢复合材料的半挂车着火，唐苗和队员

们闻讯出动，持续 1 个多小时作业，火被灭

火了，但队员的制服被水带喷出的水全部

打湿，因为天气太冷制服又牢牢冻在身上。

“吕梁真冷，在老家重庆每年冬天我只

穿一条秋裤”唐苗的话不免展现出男生可

爱的一面，与他平日出勤训练的形象形成

鲜明对比。

高中毕业后，唐苗趁着暑假外出打工，

一个多月的打工经历让他体会到了生活的

不易，同时对自己的未来产生迷茫。

“参军去吧，好男儿就该在部队里历

练。”父亲的这一句话彻底改变唐苗的人生

轨迹。

2015年，18岁的唐苗迈上了参军之路，

最终唐苗被分到吕梁市消防支队北川河西

路特勤支队，这一待就是 9年。

“我得感谢父亲的‘忽悠’，”他幽默地

说 ，“ 不 过 如 果 让 我 再 选 ，我 还 会 选 择 当

兵。”说话间他的眼神中透露出军人钢铁般

的坚毅。

“保证平常训练速度，成绩肯定不错”

去年 10月 10日至 11日，第四届吕梁市

职业技能大赛（消防救援类比赛）开赛。

11日上午 9点，随着发令哨响起，全市

尖兵个人四项全能赛第一项挂钩梯上四楼

比拼开始。起梯、翻梯、插梯、拉梯上脚、爬

梯、入窗每个动作环环相扣。

唐苗扛起肩梯从起点飞奔而出，冲到训

练塔下后，迅速登梯而上，直到翻入窗内，整

个过程行云流水一般。回看当天比赛的视

频，唐苗还是很激动，他自信地说：“只要保

证平常训练的速度成绩肯定不错。”

自去年 5 月份被选拔进入备赛集训队

以来，唐苗每天泡在训练场，开始日复一日

地“魔鬼式”训练。

为能够将每个肢体动作做到位，他通

过抖音关注了专业人士并进行训练指导。

白天训练，同步拍下训练视频，晚上回到宿

舍后认真观看视频分析每个动作。为了突

破项目技能的每一秒，他反复加练，每天保

持八小时以上训练。

“在攀爬过程中，要连续多次把近 30斤

的梯子挂到上一层，需要强大的手臂力量

和核心力量。我比赛那天多少还是有些紧

张了。”唐苗说。

训练塔窗台的齿痕、高空设施的脚印、

磨损报废的梯子，见证唐苗每一次进步，从

专业到精英的一次次突破。

“人生就像救援一样，迎难而上！”

9 年来，唐苗做过后勤，更多是在一线

救援。1000 多次的出警记录，让他深深懂

得消防员必须锻造精湛过硬的专业技能，

才对得起身上的这身装备。

记忆中有一次出警，遇到一栋居民楼

着火，等他和队员赶过去时，年轻的父亲正

准备抱着小女孩往下跳，千钧一发，他和队

员们及时搭梯子，以最快速度爬上去将父

女救下。

作为消防员最无助的事情莫过于当自

己的亲人遇难时自己却救不了。

“父亲这边检查出不好的病，是癌症。”

比赛前夕，姐姐的一通电话让唐苗陷入深

深的自责中。休假期间，唐苗每天在医院

陪侍，看着躺在病床上的父亲，许多不曾考

虑的人生大事一幕幕出现。

一边是对自己无法在床前尽孝的深深

愧疚，一边是谈了 2年多的女朋友。留在女

友身边组建自己的家庭？如果留在吕梁，可

眼瞅着买房的钱已全部用来给父亲治病，结

婚只能一推再推。听父母话回到重庆？四

年后能否顺利晋升？如果没能晋升人生又

得重新开始……他陷入人生两难境地。

“其实人生就像救援一样，一个词，迎

难而上！”唐苗坦言，这也是 9年来队伍教会

他的人生秘诀。

从有火炉之称的重庆到山西最北的吕

梁，这个 26 岁的小伙子将自己最美好的青

春奉献在这里。

最后他说，希望未来继续留在吕梁，服

务吕梁。

李宇花

向下扎根
向上成长

□ 图/文 本报记者 韩笑

晨曦中，李宇花自信从容地走进教室，

处理班级事务，细心叮嘱学生打扫卫生、晨

读、检查作业；课堂上，李宇花带领学生遨

游书海、一起分享名人故事，感悟人生哲

理，尽情品味文字的魅力；课间，李宇花和

孩子们奔向操场、做操玩游戏……

一脸温柔笑容，一身青春活力，一颗真

诚爱心，一腔奉献热血，这是离石区城东小

学青年教师李宇花的真实写照，也是她一

直执着追求的人生信念。

2021 年，从运城学院毕业后的李宇花

通过招聘考试来到城东小学任教，担任五

年级语文老师。初入职场，许是因为教学

经验的缺乏，又或是因为初登讲台的紧张，

李宇花讲起课来难免有些磕磕巴巴，学生

们对她的语文课堂也总是提不起兴趣，这

一度让李宇花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但是每

天早上看到孩子们那一张张朝气蓬勃的面

庞，那一声声稚嫩的‘李老师好’，我又有了

坚持下去的动力。”李宇花说道。

为让课堂“活”起来，李宇花下了不少

功夫。每一次备课，她都会反复思考教学

设计是否合理，教学思路是否清晰，学生的

活动该如何设置与展现，一个问题如何提

问更加有效，怎样板书简洁凝练……一次

次的熬夜备课，一次次的磨课修改，一次次

聆听教诲，一次次重振旗鼓，李宇花也从最

初的心怀忐忑成长到如今的渐趋从容。

刚当班主任的时候，由于管理经验不

够丰富，李宇花对班级管理多少有些困惑

和迷茫。“所幸的是我周围有许多带班经验

丰富的老教师们，我便留意他们对各自班

级的管理方法，并虚心请教，大家也毫无保

留地给予我指导和帮助，使我的班级管理

很快步入正轨。”

带六年级的时候，李宇花发现班上有

一个孩子上课喜欢捣乱，还经常与同学闹

矛盾，普通的说教对他收效甚微，家长和各

科老师都拿他没办法。

观察几节课后，一个课间，李宇花把这

个孩子叫到了办公室想跟他好好谈谈。拉

着他的手时，这个孩子小手凉凉的，似乎有

些抖，李宇花明显感觉到他是紧张的。于

是，李宇花耐心地询问他这样做的原因，孩

子一点点地放下自己的防备。

“我先是像朋友一样与和这个孩子交

谈，然后表扬他上课积极发言、关心班级等

优点，帮助他树立自信心，消除自卑感。同

时又委以他‘重任’，让他协助班干部管好

那些比较淘气的同学。从那以后，这个小

孩就变了，不但上课不捣乱了，而且还监督

本班的男同学一起认真学习，遇到同学之

间发生摩擦，他还积极进行调解和制止。”

谈到这个孩子的变化，李宇花满是欣慰。

“身为班主任，我深刻认识到要用‘心’去

爱每一个孩子，平等对待每一名学生，尤其是

要多给予后进生、学困生一些温暖，选择和运

用恰当的方法、手段来进行有效的引导、教

育，鼓励他们发展自己的闪光点。”李宇花说。

课间时，记者看到不少学生围在李宇

花身边，争着和她一起玩游戏。李宇花还

时不时地帮小朋友整理衣服，她说：“看到

他们开心的笑脸，我也很满足。我的付出、

我的价值从他们身上得到了体现。”

每当有学生热情地向李宇花表达对她

的喜爱、每当有家长对她寄予感恩与肯定、

每当学校领导及并肩作战的教研团队老师

们表扬她每一次小小的进步，都让初为人

师的李宇花受到莫大的鼓励，也使她更有

动力铆足劲继续前行。

要 给 学 生 一 滴 水 ，自 己 先 要 有 一 桶

水。李宇花深知，作为一名教坛新兵，自己

欠缺的地方还有很多，她无时无刻不在尽

全力把自己这“桶水”装满。

“我想，一个教师最好的状态就是不断地

向下扎根，持续地向上生长。作为一名青年

教师，我将不断扎实自己的专业学识、提升专

业能力，做一个有目标、有追求、有进步的青

年教师。”采访结束时，李宇花坚定地说。

在城东小学，李宇花和她的学生们之

间的教育故事，依旧每天都在发生着，或感

动、或温馨、或烦恼，但更多的是温暖在心、

昂扬向上的力量。

在教书育人的这条道路上，李宇花正

坚定从容地前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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