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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奴莲：守护城市“颜值”
□ 图/文 本报记者 韩笑

1月 31日夜里，市区雪花纷飞。2月 1日凌晨四点多，城

市还笼罩在一片朦胧的睡意中，今年 58 岁的环卫工人任奴

莲早早起床，麻利地洗漱收拾后，穿上工作装奔赴自己的工

作岗位。

伴着刺骨的寒风，任奴莲裹着厚厚的棉服，围了一条围

巾、戴着毛线帽，拿着大扫帚一点点、一片片的清扫着市区滨

河南中路上的积雪，过程中不时会遇到散落在草丛里的生活

垃圾，扫帚扫不起来，任奴莲就用夹子慢慢地捡。“虽然今天

气温低，但一直在干活也就不觉得冷了。下雪天路滑，把地

面扫干净了大家出行安全点，我心里也踏实，再辛苦也值

得。”任奴莲笑着说。

当记者问及春节假期能否与家人团聚时，任奴莲的脸上

透露出一丝无奈与遗憾，“哪能休息呢，过年那几天我们是最

忙的，这条路上车流、人流都比较多，产生的垃圾也多，为了

保障春节期间城市的环境卫生，只能舍小家为大家了。”

当环卫工人的这两年多以来，每年的大年初一任奴莲都

在岗位上坚守着。回忆起去年春节，任奴莲觉得对家人有些

许愧疚。“去年大年初一那天，孩子们为了等我一块吃团圆

饭，硬是等到了下午我到家了才开饭。”话语间，任奴莲有些

哽咽。

说起环卫工作的辛苦，在烈日暴晒下穿行，在寒风冷雨

中坚守，逢年过节还不能与家人团聚，任奴莲直言：“都习惯

了，再说了，工作哪有不累的呢。我年纪大了，又没什么文

化，别的工作也干不了，既然选择了环卫这份工作，那就要踏

踏实实做好，为大家创造一个干净整洁、优美舒适的出行环

境。”

新年将至，城市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处处散发着浓浓的

年味。而在城区的每一条街道，都能看到和任奴莲一样坚守

岗位的环卫工人，他们用双手装扮城市环境，用扫帚扫出了

城市的文明，也用辛勤的劳动迎接着崭新的一年。

“这几年市民的素质提高了很多，主动把垃圾扔进垃圾

桶里，我们的工作也轻松了不少。新的一年，希望家人平平

安安、健健康康，也希望我们的城市更加干净、更加美好。”简

单朴实的话语描述着任奴莲最真诚的愿望。

李荣：灶台前过春节
□ 图/文 本报记者 高茜

春节是阖家团圆的节日，对于柳林县聚福饭庄厨师李荣

而言，却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刻。他在方寸灶台前，演奏着

“色香味美”的优美乐章，让新春相聚的人更有了“年”的幸

福。

聚福饭庄虽称不上是大型酒店，但凭借热情的服务、可

口的饭菜，每天吃饭的人络绎不绝。作为大厨，李荣每天的

工作都非常忙碌。

“每天早晨 9 点到店，第一件事就是检查一天的肉鱼菜

等食材，提前准备好凉菜，督促配菜师切好葱姜蒜椒等调味

料，做好一系列下锅准备工作。”李荣说，“晚上打烊之后，还

要为第二天开菜单、备货，检查水电气开关，做好后厨安全和

消毒工作。”

李荣今年 42岁，二十四年前从一名洗碗工做起，干过打

荷、切配，一路干到“大厨”，月工资从 400元一直涨到现在的

9000元。每天的工作就是与后厨的伙伴们分工协作，密切配

合，我炒菜、你摆盘，十分热闹。作为一家饭店的“心脏”，今

年已经是他在饭店里度过的第 10个春节了。“一张张传菜单

代表着一名厨师的坚守和责任，这一刻，我更有责任为大家

做出香甜可口的团圆饭。”李荣说到。

李荣最拿手的菜有烤鱼、过油肉等传统川菜、湘菜以及

本地菜，他在菜品上一直坚持创新，每个季度都会更新菜单，

过年期间的菜单上四成都是新菜色。

过去几年疫情之下的餐饮业尤为艰难。如今苦尽甘来，

重拾烟火气。“生意已经恢复了，也很稳定。”李荣高兴地说，

他所在的饭店一天营业额最高接近 1万元。

对于餐饮行业来说，春节无疑是一年中最忙的时段，桌

数多、备菜量大。李荣介绍，为了保证食材新鲜、上菜速度

等，春节前夕，他每天都要提前炒制 30 个菜品，在厨房一站

就是七八个小时，未来半个月，则是更繁忙的一段时间。“每

年年夜饭都非常火爆，今年除夕已经订出去 20 多桌了。”李

荣说，从除夕到正月十五，都是最忙的时候，菜品是平日供应

量的 2倍。

“虽然过年不能多陪伴家人，但对于我来说，饭店也是我

的家，后厨的伙伴们都是家人。所以，每年春节都是先和同

事团圆，下班后再和家人团聚。”他说虽然自己是厨师，但这

么多年没有亲手给家里人做过一餐团圆饭，他很感恩家人对

他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当餐桌上的人们享受着团聚的欢乐时，李荣仍然在后厨

与油盐酱醋、锅碗瓢盆、煎炒烹炸作伴，看着他忙碌的脸上写

满的幸福感，让人感觉年味更浓。

王建建：让“年味”快快来
□ 图/文 本报记者 康桂芳

春节将至，各大快递企业正经历着投递高峰期的考验，

而快递小哥们投递的速度，很大意义上决定了“年味”抵达的

温度。

2月 2日晚上 8点，天空中又飘起了雪花，大街小巷人流

朝着回家的方向涌去。在王家沟小区门口，一个开着顺丰快

递三轮车，身穿快递制服的小哥正站在雪中，一个个挨着打

电话投递。“您好，有您的顺丰快递！”，漫天的雪花飘在这个

身高一米八的小伙身上，然后又瞬间融化。送完最后这单他

就能回家了。

这位快递小哥叫王建建，今年 35岁，是离石区王家沟顺

丰网点的一名快递员，负责西属巴街道上安村片区的派发。

每天早上 7点 30分，他会准时到达王家沟顺丰服务站，将手

推车拉至快递三轮车前，然后一一对快递进行扫描、装车。8
时 30 分，完成装车作业，载着满满一箱车快递包裹，开始了

一天的投递工作，没有片刻停歇。

“年关将至，最近投递量多，我每天投递量在 100多件左

右，是平常的 2 倍，”王建建说，“作为一名快递员，干好自己

的本职工作，把每一份快递安安全全送到客户手里，客户的

满意，就是他们最大的满足。”

“您好，取快递”见到客户从不远处走来，王建建早就将

包裹拿在手中，“谢谢啊！”听到客户一声谢谢，他一边腼腆笑

着回应，一边拿起手中的巴枪录入签收信息后，笑着将快递

递到客户手中。从去年 11月份开始，快递业进入旺季，最近

的工作量陡然加大，当天的快递必须加班加点才能配送完

毕。“每天配送完基本在晚上 9点多才能回家”，王建建说

王建建当过煤矿工人，还做过两年多销售。2022年 8月

入职快递行业，从手忙脚乱不会码货到熟练精通业务，他说，

“社会上人们对快递投递工作有‘偏见’，过分怜悯或过分轻

视，实际上这和普通工作一样，不仅需要付出辛苦，也需要智

慧。”

每年春节前后会有轮休，但是王建建选择不休息，他说：

“最忙的时候也是他最快乐的时候。今年挣得比去年多，往

常过年给孩子的压岁钱 500元，今年每人得给 1000元！”作为

两个孩子的父亲，辛苦一年最幸福的时刻莫过于此。

郭永智：守护“万家灯火”
□ 图/文 本报记者 王洋

正如所料，今年的春节值班表上，记者再次看到了郭永

智的名字。这位国网吕梁供电公司调度控制中心的副主任，

早已习惯了在节假日期间坚守岗位。

“已经习以为常了，工作干了 25 年，基本上都在一线工

作。”郭永智聊起春节期间值班，认为自己只是做自己应该做

的事情，“能让大家不停电，安安心心过好年，就是我们的职

责和使命。”

郭永智长期从事电网调度运行工作，熟悉电网运行规

律，能熟练驾驭吕梁电网运行，业务技术精湛，工作兢兢业

业，主动思考，主动担当，面对困难任务勇于主动请缨打头

阵、当先锋。在一些关键的节假日期间，他都勇挑重担，尤其

是春节期间，同事们都着急回家，经常和他调岗互换，他不仅

和同事们相处融洽，也被众多同事称之为“好大哥”。

“有的年轻人，家在外地，值班期间回家的行程又不确

定，只能临时找人调岗互换。”郭永智说，“我住在离石，春节

期间多帮助体谅一下同事们，能让外地的同事和家人团圆，

我也很开心。”

心里总是想着别人、想着工作、想着责任，郭永智不仅在

值班上肯为别人着想，平时也为人表率，责任不推诿，谦虚谨

慎，处事热情大方。

“其实春节值班只是我们电力工作者的一个缩影，我们

许多一线工作人员，需要在变电站、线路上坚守，不管刮风下

雨还是酷暑严寒，都得保证好大家的安全稳定用电。”郭永智

谈起电力工作时感慨道，“电网安全要靠所有电力工作者一

起努力，我们电力调度只是其中一环。”

当谈及春节期间可能遇到的突发状况时，郭永智表示：

“一旦出现突发问题，我们会迅速确定故障区域，启动应急预

案，第一时间通知检修人员前往处理。我们已经提前准备好

了备品备件，以确保变压器等关键设备在出现故障时能够迅

速修复。”他解释道，在春节前，国网吕梁供电公司就已经开

展重点设备巡视，提前处理问题，突发状况的应急处理过程

通常只需 3个小时左右就能恢复供电。

“希望大家安安心心过大年，万家灯火我们来守护！”郭

永智坚定地说道。

孔二兵：一人辛苦换万家平安
□ 图/文 实习记者 王卫斌

“我们安保人员没有节假日，每年春节期间要进一步强

化安保值班，这已经成为我们工作的常态化。我们在吕梁市

机关事务管理中心的领导和指导下，负责市委大院和附近市

委家属院的安保工作，防火、防水、防电、防盗甚至反恐，都是

我们的工作范围，安保人员轮岗调配，每天 24小时都有人值

守岗位，不停地巡逻，排查各种安全隐患和可疑人员，做好进

出市委大院的车辆登记，确保安保工作万无一失。”市委大院

安保工作大队大队长孔二兵说。

与市委大院的许多安保人员一样，孔二兵是一名退役军

人，部队上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练就了他们吃苦耐劳、坚

韧不拔、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孔二兵入职安保工作岗位六

年来，从普通的安保人员成长为安保大队大队长，这几年工

作中的辛酸是常人难以理解的。他是通过严格的体测和心

理素质的考核，招聘进入山西华辰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又经

过严格的岗前培训和考核，然后受华辰保安公司委派，成为

市委大院的安保人员。“入职市委大院安保工作六年来，每年

春节的除夕晚上和大年初一，我无法与妻子和孩子一起吃团

圆饭。老母亲过生日的时候，由于值守岗位也没能回去，只

能通过手机微信视频与家里人打个招呼。”说到这里，孔二兵

语气有点哽咽，眼眶中已经湿润。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

因未到伤心处，对家人的亏欠让这个有着军人作风的七尺男

儿呈现出人之常情的另一面。

负责市委大院安保工作的华辰公司副总刘永勤说：“我

们这里安保人员都是这样，一年四季没有节假日，与家人团

聚的时间很少。节假日更要强化安保工作，排查办公楼和家

属院等各个地方的各种安全隐患，安保工作丝毫不能放松。”

作为市委大院的安保人员，承担着为市直机关创造安全

稳定有序的办公环境的重要职责，对安保人员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孔二兵说：“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我们要熟记经常进出

市委大院的领导和他们的车牌号。尤其是要疏导部分不走

正常程序的上访人员和部分情绪激动的人员，为了防止矛盾

激化，我们要进行耐心说服教育，因此挨骂受气是家常便饭，

我们也已经习惯了。通过每天召开例会，学习领会工作要

求，做好训练和演练，确保安保工作万无一失。”

安保人员的辛勤付出，换来了市委大院良好的工作环

境，得到了市直机关干部的高度评价，市财政局、组织部等 31
个机关单位纷纷为他们送上表扬信、感谢信。

张卫东：陪患者一起过年
□ 图/文 本报记者 刘小宇

“手术伤口恢复得不错，很快就可以出院回家过年了。”

“太好了太好了，心里的石头可算落地了。”病房里，患者李先

生和家属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立马拨通电话给老家的长辈

报喜。春节，总是承载着老百姓对团圆的期许和对故乡的眷

恋,是无数人难以割舍的情结。听着家属真诚的感谢,看着患

者满意的笑容,想着他们团圆的幸福，查房的医生张卫东心

情有点复杂。

张卫东是吕梁市人民医院骨科一病区的副主任医师，他

的妻子陈祥慧是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临近春节，他们一

如既往地双双忙碌在各自的岗位上，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

涯，用精湛的医术诠释最美“敬业福”。“作为夫妻医生家庭，

连续几年春节都在医院度过，团圆佳节也想陪陪老人，陪陪

孩子，但是作为一名医务人员，家庭和工作总是不能完美的

兼顾，工作需要，我们就必须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去帮助、

治愈更多有需要的人。”张卫东说。

但是，这个春节，他在忙碌和坚守中多了一些不舍和遗

憾。

125公里，是张卫东夫妇回老家的距离。“我的老家在平

遥，来吕梁工作 20 年，由于医生工作的特殊性，很多年没有

陪父母过年了，对于家乡也成了来往匆匆的过客。但父母一

直都很理解我们、支持我们，始终叮咛我们在这里安心工作

生活”。张卫东是风华正茂的青年医生，更是令父母骄傲和

牵挂的孩子。而父母给的“安心”，却因为一个多月前父亲的

突然离世瞬间坍塌了。

天人永隔，是“子欲孝而亲不待”的距离。回想起父亲，张

卫东愧疚满满：“父亲离世后，才发现好多事情没有来得及去

做，我没有尽到儿子的责任。记得去年前半年，父亲那时已行

动不太方便了，只能在家附近活动一下，有一天他说想去公园

逛逛，我当时工作忙没有抽出时间去陪他，后来实在忙便忘了

这件事，现在想来，这么点小事都没有陪他完成，只能留下深

深的遗憾。”临近万家团圆的日子，细数这些年缺席的“孝”，如

同无法弥合的伤口，遗憾和无奈令他的内心阵阵作痛。

斯人已长逝，前行亦未止。“正因为失去至亲的痛苦，我

们更应当竭尽全力去救治病患。春节还是会继续坚守在岗

位上，守护一方人民的健康安全，这是我作为医生的职责和

使命，相信这也是父亲对我的期许。”朴素的话语里却饱含张

卫东对患者的关怀和医者的大爱之心，他将满腹遗憾和深切

思念化作了无坚不摧的力量，他要以一名医者的执着坚守去

完成一个伟大使命，以慰藉父亲在天之灵。

别样年味别样年味··坚守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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