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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新愿景

回家，多么温馨的字眼，对于中华儿
女，不论身在何方，阖家团圆始终是解不
开的情结。

但，当你渐入“家”境，有这样一群
人，他们过年却回不了家——他们没有
光鲜的外表，只有平凡朴实的一点一滴、
兢兢业业的忙碌脚步，她们就是吕梁山
护工。

李 秀 梅 是 石 楼 县 灵 泉 镇 郭 村 人 。
初 见 她 ，是 在 北 京 市 万 丰 路 18 号 院 的
院 子 里 ，个 头 不 高 ，但 精 气 神 很 好 ，一
看就是个干事利索的女能人。见到我
们，李秀梅略显陌生，但脸上的笑容却
让人心底泛起一阵暖意。简短的寒暄
过 后 ，我 们 跟 着 她 穿 梭 在 这 偌 大 的 小
区 .....

一开门，一位白发老人坐在轮椅上，
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招呼着让我们赶
快坐下、喝水、吃点心。李秀梅应声边招
呼我们，边介绍说，她现在护理的老人名
叫李慧芳，是一位 80 岁的半瘫老人。老
人因脑梗，左边身体半身不遂，在医院时
李秀梅就陪着做康复训练，病人家属觉
得李秀梅对病人耐心细心，所以出院后
也一直雇佣她。李奶奶行动不便，从穿
衣、吃饭、如厕......李秀梅都时刻陪伴身
边。

“护理老太太已经三年了，这三年
来，每年春节我都没回过家！”说话间，李
秀梅瞟了眼墙上的钟表，忙着给老人家
做起饭来，“老太太生活很规律，每天几
点吃饭、几点睡觉、几点吃药、几点看电
视，我这心里都清清楚楚的，我这也是按
表走呢，是不，老太太……”两人互动的
场面逗趣而温馨。

“老太太性格比较孤僻，不太爱与人

说话，也不喜欢锻炼散步。不过，我也有
我的办法，我这人爱说笑，每次老太太不
愿意出门锻炼，我就说些新鲜好玩的故
事，哄着她。老太太还是爱听故事的，哄
着哄着就出门啦！”端着做好的面条，李秀
梅咧嘴笑着。

回忆起做护工的初衷，李秀梅坦言，
自己有三个孩子，都在外地打工，两个儿
子结婚时家里欠了十几万的债务，丈夫
贾直平原先在县里靠蹬三轮养家，根本
挣不了钱。为了生计，初中毕业的她走
出家门，参加了县里的培训，一路来到北
京，如今她一个月能挣 5000元，老公也在
离自己不远的小区做保安，一个月 3000
元，一个月 8000 元的收入让两口子的心
也安定了不少。

午饭后，李秀梅推着老人进屋休息，
走进老人的房间，空气清新，温馨舒适，
窗台上摆放着各种绿植，玻璃一尘不染，
地 面 干 干 净 净 ，让
人 心 里 十 分 敞 亮 。

“ 我 坐 久 了 ，累 得
慌 ，让 秀 梅 陪 你 们
说 会 话 ，我 休 息 一
会 儿 。”李 奶 奶 说 ，

“ 我 早 已 习 惯 了 我
们两个人一起生活
了 ，这 家 里 离 不 了
她，有时候，我在里
屋 歇 着 ，听 着 她 在
外 屋 忙 活 的 声 儿 ，
我 这 心 里 也 踏
实......”

阳 台 上 ，暖 阳
里 ，李 秀 梅 陪 着 李
慧 芳 老 人 促 膝 而

坐，轻松地聊着天，仿佛一幅温馨的画。
“在一起就是缘分，就是一家人，我会像
照顾自己的妈妈一样照顾好老太太。”
李秀梅表示，只要身体还行，就会坚持下
去，守护夕阳，守护属于自己的幸福。

中阳县是我省首批退出国家级贫
困县名单的县市。那么，脱贫后的农
民在想什么？来年有什么新打算？

1月 21日，农历腊月二十六，记者
来到中阳县曾经典型的贫困乡镇——
暖泉镇采访。

经过中阳县城，沿着 209国道行驶
大约 30 公里后，从一个岔路口入沟，
爬上高山后暖泉川尽在眼底。村庄分
布于公路两旁一一相连，各村的墙体
都 粉 刷 成 灰 色 ， 给 人 整 齐 划 一 的 感
觉，文化墙图文让人回味遥远的农耕
文化，沿路不时见到穿黄马甲的清洁
员扫马路。进入暖泉村移民新村，宽
敞的街道两侧太阳能路灯杆挂上了彩
幅语，增添了年味。

暖泉镇街边是镇政府，径直往前
一 段 就 是 农 贸 街 。 上 午 十 点 ， 街 上
人 不 多 ， 年 货 早 已 摆 满 街 道 两 边 。
镇 上 的 信 用 社 格 外 引 人 注 意 ， 不 大
的 营 业 厅 挤 满 了 人 ， 有 的 取 钱 、 有
的 查 询 ， 但 所 办 业 务 都 与 政 府 的 各
项 惠 农 补 帖 、 产 业 扶 贫 入 股 分 红 等

相关。
默默坐在一边等待的老人名叫

刘旺财，一大早，他从青楼沟翻山
十多里来到暖泉镇上。他
说今年核桃减产减收，但

有 核 桃 保 险 、 种 粮 补 帖 、 企 业 分 红
等，收入也不少。像刘旺财这样的老
人农民在暖泉还有许多。

那么，年轻人有什么新想法呢？暖
泉村副书记刘侯平推荐了个有故事的年
轻人名叫刘久平。本报曾报道过，题为

《义湾则变迁记》。该村是个二百多常住
人口的小山村，改革开放四十年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全村出了一百多个大
学生，在吕梁山传为美谈。

没 进 大 学 门 的 青 年 怎 么 创 业 呢？
刘久平的励志经历给了记者诠释。

今年 37 岁的刘久平是土生土长的
义湾则村人。17 岁那年，当同村其它
孩子还在学业的路上，刘久平却初中
未毕业就失学外出太原、北京、天津
等地闯荡，走上打工之路。刘久平边
打 工 边 学 厨 师 手 艺 ， 积 累 了 不 少 经
验。2004 年，24 岁的刘久平在中阳城
边开了一家集餐饮住宿的大饭店，三
年间淘了人生第一桶金。后又转战晋
中、西安，与一位西安姑娘结婚，事
业爱情双丰收。2011 年，他在西安开
了家中型酒店和面馆，雇佣了十几名
员工，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他有了稳
定的事业和不菲的收入。

2017 年 5 月，刘久平回村参与了环
境整治和美丽村庄建设。也许因自己

外出创业诚实待人，参与建设的工程实
实在在受到村民好评，冬天正赶上村委
换届，毫无心理准备的他被村民选为自
然村组长。一个小组长年薪三千元，一
个酒店老板收入数十万……

刘久平和我们相约在中阳县城见
面，正逢他忙完村务准备回西安过春
节。他说，通过这两年村务工作，他
总结出了一条宝贵的工作经验：那就
是村两委班子要想把工作做好，必须
响 应 党 委 、 政 府 的 政 策 ， 配 合 村 支
部、村委工作。他还说，来年，他准
备利用当地发展起来的核桃产业和良
好的生态条件因地制宜发展几家养牛
专业合作社，利用自己外界关系广和
创业经验丰富的优势，带动村民开设
电商平台，让村民的核桃能走出去卖
个好价钱，同时，继续把村里基础设
施短板补齐。

为什么在外创业成功后还要回山
村当小组长？面对记者的提问，刘久
平未作思考，直截了当地回答：“当村
组长的年收入真不及驾私家车回两趟
西安的路费，但我要体现人生价值，
没进大学门同样能做事业，不过分工
不 同 罢 了 。 我 要 对 自 己 的 人 生 观 负
责，要对父老乡亲负责，更不可辜负
村中前辈希望。”

本报讯 （记者 木二东 通讯员 赵良
琼） 拿着“慰问积分”卡,石楼县义牒镇下河
村贫困户张大叔高兴地计算起来：“我这慰
问卡上的积分是 166分，再加上任务积分 30
分，这在爱心超市能换到不少东西呢，这个
年可是能过好啦。”

2018 年底，石楼县义牒镇依托脱贫攻
坚“ 爱 心 超 市 ”变“ 实 物 慰 问 ”为“ 积 分 慰
问 ”，它 的 灵 感 来 源 于 义 牒 镇 早 前 施 行 的

“爱心超市”积分管理制度。旨在通过“慰
问积分”打破“大锅饭”式慰问，变慰问式
帮扶为激励式扶贫，变普惠发放为奖勤罚
懒，变送钱送物为各取所需，变“拉着走”
为“抢着跑”，为村民提供实质性好处的同
时防止惰性情绪的产生。

“这是你的大米，还有食用油，还有火锅
料呢......”张大叔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把刚
换到的物品装上三轮车。看着一车车的生
活用品被贫困户领走，“爱心超市”的负责人
满面笑容：“慰问积分和任务积分的配合使
用，可以有效地让被慰问家庭的成员养成积
极生活的习惯和勤劳致富的信念。截止目
前，全镇已有近 20 万元的物资注入爱心超
市，覆盖 1052户贫困户，其中，近 90%的贫困
群众已经兑换了自己所需的物品，保障所有
贫困户全部兑换领取所需物品，过好这个
年。”

据 悉 ，2018 年 底 ，义 牒 镇 号 召 各 帮 扶
单 位 将 慰 问 品 或 慰 问 金 全 部 捐 助 在 脱 贫
攻坚“爱心超市”中，并以“一元等于一分”
的兑换形式领取相应积分的“慰问卡”，向
所需要慰问的人员发放相应积分的“慰问
卡”。其中，慰问卡不能直接消费，贫困群
众 必 须 按 照 5:1 比 例 配 合 使 用（如 高 某 获
得慰问积分 100 分，那么高某只有通过自
己努力再挣得 20 个任务积分才可以到爱
心 超 市 兑 换 120 个 积 分 的 生 活 所 需
品）。

“今年的慰问模式推广后，大伙儿的
主动性比以前高涨了，做事也比以前更积
极了，自己家的屋子、院子都收拾
得干干净净。相信以后大家的生
活一定会越来越好！”义牒
镇褚家裕村党支部书记张
秋林如是说。

护工李秀梅：守护属于自己的幸福属于自己的幸福
□ 文/图 本报记者 木二东 本报通讯员 赵良琼 赵婷婷

李秀梅陪李慧芳老人聊天看风景

石楼义牒镇

变“实物慰问”

为“积分慰问”

“村官”刘久平：要对父老乡亲负责
□ 本报记者 曹永亮 本报通讯员 刘世武

李秀梅给李慧芳老人剪指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