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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环境卫生保障工作压力相
比平时更大。为保证春节期间城市的干净
整洁，过年期间环卫工人全员上岗，积极迎
战，做好切断病毒传播途径的预防工作，加
大生活垃圾清扫、收运和处理力度，坚决杜
绝垃圾清运不及时现象，每天给垃圾清运
车辆进行消毒。

每天凌晨四五点钟，垃圾清运车就在大
街小巷上奔跑了，到了早上 9点，负责建设
街、永宁东路等路段清运工作的清运车司机
白锁生，已经开始了他今天的第三趟清运，
每一趟清运意味着责任区内垃圾桶逐个清

空，是特别繁重有“味道”的工作。白锁生
说，垃圾清运工作最难熬的日子是夏天，冬
天好点，最怕就是夏天下雨的时候。作为每
天和大量垃圾接触的人，他们每天戴着厚厚
的橡皮手套，口罩蒙住口鼻，这是标配。几
年来，他和环卫工人及市民配合默契，责任
区内垃圾桶很快被清理一空，日复一日的繁
重工作换来的是城市的清洁和市民的舒
心。对于垃圾清运来说，每到节假日也意味
着更繁重的工作，春节期间，他就和往常一
样坚守岗位，工作在哪里家就在哪里，能让
大家的生活更美，他就很快乐！

黄澄澄的玉茭子、红
艳艳的柿饼子、喷喷香的
南瓜子一碟儿一碟儿地放
在桌上，款待远道而来的
客人；火红的对联、红彤彤
的大灯笼也高高地悬挂起
来，窑洞、土院、农用三轮
车似乎也变得生动，春节
的热烈给农家院落里平添
不少喜庆之气。

这是 2 月 2 日农历大
年初二，在柳林县穆村镇
高家山村的一户农家院落
里，记者看到的一组镜头。

“我家的这排窑洞，是
上 世 纪 八 十 年 代 初 修 建
的，到现在约莫四十来年
了！”年近七十的女主人李
老太手指着眼前的土窑洞
对记者说。

大年刚过，记者翻山
越岭来到这里颇费周折。

从市区出发，驶上高
速公路到柳林，在柳林东
口遇到堵车，只能继续向
西驾驶，在柳林西口下高
速。从高速口出来迎面就
是薛村镇高红村，驾车穿镇而过，领略柳林城乡
的过年风俗图景，别是一番风味。

从薛村到穆村，一路交通便利，人烟稠密，
物流广阔。两个乡镇都是以农为主、农企并重
的沿川大镇。境内有两条国道 (307 国道、离军
高速公路)、两条铁路 (中南出海铁路、太中银铁
路)、两条沿黄公路(八石公路、沿黄旅游公路)穿
境通过，区位优势突出，经济较为发达。

尤其是穆村，近年来一批国家重点建设项
目相继在该镇开工建设，使得穆村镇占尽“天时
地利”，成为离柳煤电能源开发建设的重点区
域。沿 307 国道向东而行，只见高大的建筑物
鳞次栉比，连绵起伏。正月初二是出门的日子，
沿川一线，车水马龙，络绎不绝，都是出行的人
群，小汽车、摩托车汇成滚滚车流。

躲避着这股人流车流，记者驾车拐上山路，
越行越高，来到了这个地处丘陵的小村。

由于地处山顶平地，记者身处的院落很是
宽阔，横竖估摸二三十丈，院子的一端就紧挨着
土崖，钻出了四眼窑洞，古色古香的砖木结构，
外围门窗都涂了浅浅的绿色。漆色鲜艳，显然
是近年来新涂的，遮挡住了窑洞的古老与陈旧。

“家里的孩子们就在这样的窑洞里长大，现
在年节时他们还回来！”谈起子女，李老太的眸
子里闪过一丝光亮，“房子再老，也是孩们的养
身之地，孩子们也常念叨着哩！”

今天是大年初二，儿子刘永军外地打工过
年未回家，老伴刘老汉下山出门，李老太和儿媳
妇、孙女在家，她的一席话引得儿媳妇频频点头。

记者的目光落在偌大的院子里，与寻常的
农家院落相比，这处院子真是宽广。院子修缮
得平平整整，边边角角也都用篱笆扎得紧紧的，
沿底线还修建了一排小平房，用来贮存农具家
什。

“村里山高地多，我家口粮田就有二十多
亩。农村政策好，引了自来水，粮食产得多了，
农具也越来越多！”李老太解释道。

院子的中央，干脆开辟出一个园子来，栽上
了枣树、苹果树、花椒树。园子的旁边，搭起了粮
食晾晒架，高高的架子上满是黄澄澄的玉米棒
子。“都是去年收的，不下两千斤 ！”李老太说。

“每年光院里的这些果树，能打几千斤果
子。产的花椒，除了自家吃，还能卖钱。这两千
斤玉米，打开春了就挑到山下卖。”说起自家的
生活，李老太乐滋滋地这样说，“不卖也可以，老
头子还打算养两口猪，这也就有了好饲料！”

家里境况妥帖，儿子们在外也闹腾得不
错。儿子刘永军，就在穆村沿川的集镇上开着
电器铺，一面修电器，一面搞销售，小日子过得
红红火火。“我们的儿子七月份就大学毕业，现
在在忻州的企业上实习，估计毕业时也就落脚
在那边！”永军媳妇补充说。

面对记者的声声赞叹，李老太点着头说：
“托国家的福，日子是越过越好。孩子们在外争
气，我们老人们也不能拖他们的后腿是吧？”她
一扬手指指满院的家什，“我们把这个老家整治
好，就是对他们最大的支持，不论他们将来到哪
里，老家都是最大的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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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阿姨，过年好！过年回家了吗？”
“没有，在客户家过的年。”
“每天忙吗？都需要做什么？”
“太忙了，几乎 24 小时不歇着，老人

做了化疗只能吃流食，我每天观察做记
录。”

“不说了啊，老人又难受了，我得去忙
了。”

……
和娟很忙。在春节前夕记者通过电

话、微信采访过她两次，最近一次联系
和娟是在农历正月初七晚上，打电话没
接通,接着就收到了她发来的信息：“老
人刚刚睡着，我就在旁边守着，微信回
复您。”为了不打扰到老人的休息，和娟
一直通过简短的文字断断续续回复记者
的采访。

今 年 54 岁 的 和 娟 来 自 吕 梁 文 水 ，
2020年通过吕梁山护工培训走出了吕梁，
在北京阳光北亚家政公司，主要做陪护。

这一次她陪护的是一位身患重病 80岁的
老人。刚刚开始她的心理压力大，为了把
老人照顾好，和娟使出了浑身解数，老人
做了化疗，疼痛难忍，一个小时翻一次身，
和娟就 24小时不离床照顾。她每天记录
老人的身体变化情况，做饭时也得搭配调
剂适合病人口味的饭菜。

“累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和娟说，“最
难接受的是老人随时可能面临的风险。
相处越久比亲人都要亲，他难受我就跟着
难受，心如刀割一样。”年前，和娟放弃了
回家和家人团聚的机会，今年也成了和娟
在异乡过的第二个春节。

“勤快、干净、利索，处处为雇主着想，
不叫苦、不喊累，全心全意为他人服务”是
和娟从做护工起就立下的目标。在工作
中她充分利用在护工学校老师教授的方
法：如何与雇主沟通，如何耐心、细致、科
学地去照顾老人。从课堂走到客户家，从
书本到实践，从一位服务员成长为一位学

习型护理专业人士，和娟付出了巨大的努
力。为了照顾糖尿病患者，她认真研究如
何做好高血压、糖尿病人的一日三餐，为
了缓解病人的疼痛，她每天熬制蒲公英
汤，为了让病人减轻疼痛、缓解病人焦虑
的情绪，她每天找各种搞笑的视频，还偷
偷自学心理学，买有关专业书学习。

在微信采访中，记者还是忍不住问：
“想家吗？”和娟回复说：“想，但老人离不
开我啊，这个年我守候在老人身边，心里
才踏实。”护工这种职业特殊，一个出色的
护工，可以成为医生、护士和患者家属之
间的纽带，甚至可以与患者之间建立起一
份特别的亲情，这种情感纽带赋予的使命
和责任使得和娟越做越有信心。

“感谢吕梁市委、市政府对我的关怀，
感谢汾阳师范学院老师的培养，感谢阳光
家政给我就业的机会，我会努力做一名优
秀的吕梁护工，为自己为家乡发展贡献一
份力量。”和娟说。

护工和娟：

用心守护每位“亲人”
□ 本报记者 康桂芳

春节服务不打烊 服务群众我在岗
□ 文/图 刘晓林

春节是万家团圆的时候，可
总有一些人需要坚守岗位，在这
一天难以和家人团聚。为了让
广大市民能在洁净优美、清爽舒
适的环境中欢度新春佳节，环卫
工人们放弃节假日，一如既往地
工作。春节期间，让我们走近他
们，听听他们的故事，感受环卫
人不一样的风采。

大年初一一大早，街面上张灯结
彩，处处洋溢着春节的喜庆气氛。在
离石区兴隆街影剧院附近，笔者看到
身着橙色工作服的环卫工人张玉玲正
在普扫路面。由于去年腊月持续降
雪，天气要比往年冷得多，她双手搓一
搓哈了一口气。张玉玲拿着扫帚认真
地清理着路面上的垃圾，她负责的路
段是滨河路与兴隆街交汇处，人流量
相对较大，垃圾也比平日多，除了人行
道、路牙石，她还要负责清理垃圾箱、
擦洗果皮箱，工作看似简单却十分的
繁琐，一个全程认真清理下来需要两
个半小时。

张玉玲告诉笔者，她们每天凌晨
5 点必须上岗，节假日都不休息。往
年大年初一大街上因为燃放爆竹，清
理垃圾工作很重，如今有了禁燃令，燃
放烟花爆竹的少了，垃圾量减少了很
多，路面基本上清清爽爽，只有一点点
零碎垃圾。这样她就能尽快清扫完毕
回家，就有更多的时间陪家人吃顿丰
富的团圆饭了。短暂而又快乐的相
聚，对她来说就是一种幸福。这就是
张玉玲 2022年的第一天，一个吉祥幸
福年！

白锁生：奔跑在假期的路上

张玉玲：

行走在春节
的每一天

清运垃圾

春节假期，环卫工人照常出勤、加倍付出，守护城市环境和万家团圆，默默
奉献在城市的每个角落，他们守一方净土，知危不退，他们履一份责任，始终如
一，用默默地坚守和汗水换来了城市大街小巷干净整洁，给我们城区群众营造
了一个干净、舒适的新春环境，他们是最可敬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