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将至，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冯庄
乡王庄村的人们忙碌起来，炸油馍馍、酿糜
子酒、扫房⋯⋯革命老区充满热闹喜庆的
氛围，让人淡忘了半年前的强降雨灾害。

2013 年 7 月，延安市遭遇了百年不遇
的持续强降雨，当地大量的窑洞、土地被
毁，7.4 万户 22 万人无家可归。“当时感觉
天都要塌了，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谈
起那场天灾，66 岁的王庄村村民付丕华心
有余悸，他家位于半山坡上的 4 间土窑严
重坍塌。但让付大爷和乡亲们没有想到的
是，仅仅 4个月后，他们就搬进了新房。

付大爷的新家就在村里的主路旁，4
间平房一字排开。记者来到新房时，付大
爷正带着 3 岁的小孙子在门口挂灯笼、贴
春联，一家人都换上了喜庆的唐装。30 多
平方米的客厅宽敞明亮，新购置的液晶电
视和大衣柜透着新年的喜气。“多亏政府帮
忙，先给安排了帐篷，又补贴了 3 万元帮忙
盖房子。”付大爷拉着记者说，“新的平房向
阳，交通又方便，现在有吃有喝有穿有戴，
生活一点儿都不愁了。”

冯庄乡副乡长苗海军告诉记者，为了
让每一位受灾群众在入冬前有房住、不受
冻，当地采取利用现有保障房、续建安置
房、规划指导补贴自建房、补贴群众自购房
等多种方式安置受灾群众。对房屋因灾倒
塌或严重损坏需重建的受灾群众，除了每
户补助 3万元盖新房外，还给每人发放 3个
月的生活费，给每户 1 吨取暖煤，对低收入
户还会再增加1万元补助。

记者了解到，延安市把灾后重建与新
型农村社区建设、山体居民下山工程、扶贫
移民搬迁等工作结合起来，目前全部受灾
群众都得到了妥善安置，其中 4 万个受灾
户已得到长久性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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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里洞庭湖烟波浩渺，湖南湘阴
县青山岛镇就位于湖中心，是湖南省惟
一远离陆岸的建制乡镇。船是登岛的惟
一交通工具，每天只有一班往返。乘船
从湘阴县城出发，即使在风平浪静的天
气，也需要 3 个多小时才能到达。这个
交通不便的孤岛上有一家卫生院，作为
这里惟一的一名医生，胡勇已坚守了
10年。

胡勇出生在另外一个小岛上，回忆
起儿时生活，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村民们
对于疾病的态度，“那时候岛上无医无
药，生病了只能硬挺着，还有些人最先
想到的是烧香、拜菩萨。”

后来，胡勇考入岳阳县成人卫校，
接受了 3 年的专业医学教育，毕业后又
到屈原人民医院进修了 1 年。学成之
后，他开了家私人诊所，生意很不错。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与朋友一起到青山
岛去玩，岛上老百姓缺医少药的状况触
动了他：青壮年背井离乡出外打工，岛
上留守的几乎全是老人，因为没有医
生，看病异常困难。儿时的情景又浮现
在他的眼前。

“ 一 定 要 为 家 乡 做 点 事 ！” 2004
年，胡勇主动报名上岛工作，得到了主
管部门的批准。经过 1 年进修，胡勇把
自己的诊所转让出去，背上行装，来到

了青山岛卫生院。那年，胡勇 28 岁，
他的孩子只有 1岁。

从此，全岛百姓的医疗保健重担就
落在胡勇一人肩上，身兼院长、医生、
护士、药剂师、保健员等数职。患者多
是老年人，胡勇怕他们行动不便，每次
都主动到患者家中出诊，常常一天跑几
十公里路。除了工作艰苦外，这里没有
网络、汽车，也没有任何娱乐设施，那
份孤寂是他上岛前万万没想到的。

眼看着丈夫熬得又黑又瘦，胡勇的
妻子心疼得直掉眼泪。为了支持丈夫的
事业，她也带着年幼的孩子来到了岛
上，帮忙发药和打杂。来到这里后，她
没有编制和工资，胡勇每月工资也只有
600 元。当时，卫生院实行自负盈亏经
营制，由于业务收入不多，卫生院一年
半没发下工资，胡勇只能白天看病，晚
上去码头挑砂增加收入，维持家里的生
计。

“你连吃喝都混不上了，还在这儿
干什么？跟我出去打工吧，行情好，一
个月能挣万儿八千的。”胡勇的父亲心
疼地规劝儿子。

一面是与世隔绝、举步维艰的孤岛
生活，一面是放弃孤岛便触手可及的优
厚收入，胡勇最终还是选择了坚守。他
说：“这事总得有人来做，要不然岛上

的乡亲怎么办？”
胡勇看病极认真，深得当地百姓信

赖。一天，中山村留守老人、70 多岁
的刘爹爹突发中风，胡勇急忙骑着摩托
车赶去。刚给刘爹爹治疗完毕，他的老
伴又心脏病发作昏倒在地，胡勇迅速进
行抢救⋯⋯胡勇在他们家整整守候了一
夜，直到二老病情稳定，他才回到卫生
院。

一天傍晚，下山村的一位村民修房
时摔下来造成胫骨骨折，胡勇看到病人
面色惨白，呈休克状态，伴有血尿，认
为要立即转院。他给病人打上吊针，做
了简单的处理，又带上药箱，准备护送
病人转院。病人家属好不容易找到了一
条船，这时天已黑，风雨交加，船从青
山岛出发，行至湖中，一个急浪猛扑过
来，险些将船打翻，胡勇的手紧紧地抓
住船舷，身子贴在病人身上，安慰道：

“有我在，别怕！”经过 6 个多小时的航
行，病人终于被安全送到县人民医院。

青山岛留守的大多是 60 岁至 80 岁
的老人，各种老年疾病常年困扰着他
们。这么多年来，几乎每个人都和胡勇
打过交道，这些人发自内心地感激这个

“傻小子”。
题图 胡勇准备驾驶摩托车外出

巡诊。图为合成图片。

一个人的小岛卫生 院
本报记者 刘 麟

“院长”老侯
本报记者 罗 霄

16 年前，侯万海从村党支部书记的岗位上退下
来，当上了内蒙古开鲁县开鲁镇中心敬老院的院
长。16 年过去了，他已成为老人们最离不开的人，
大家都叫他“院长”老侯。

1 月 27 日早晨，记者在敬老院看到侯万海像往
常一样，给 81 岁的“五保”老人张景生洗头。老人
说：“侯院长，今年你就回家过个年三十吧，你这些年
一直亏待着家里，我们心里过意不去呀。”侯万海笑
着说：“除夕我还是陪你们，不然我过意不去。”

侯万海马上就 63 岁了，儿女都已成家生子。他
说，能够三代同堂热闹过春节肯定幸福，不过等他干
不动的时候，这些还可以弥补。敬老院里的这 74 位
老人却无依无靠，这里就是他们的家，自己要尽量多
陪陪他们，让他们不感到孤单。

快到 9 点钟，护工房永霞来找侯万海，说有几个
老人说，过年能不能做点红烧肉吃。侯万海告诉她，
今天、除夕和初一的中午饭都有红烧肉。

“不是舍不得给老人们吃肉。”侯万海说，这就是
“老小孩”脾气。敬老院每位老人每年生活费达到
5500 元，食谱细化到每日 3 餐，顿顿吃肉都没问
题。但考虑到老人们的健康，还是要控制食肉量，所
以标准是每天只吃一顿肉。张金鹏老人插话说：“老
侯处处为我们着想。”通过侯万海的积极争取，老人
们住上了 3 层楼房，看上了液晶电视，生活条件大大
改善。就连每个老人的生日，院里都记得很清楚，还
要给他们买蛋糕庆祝。

老侯还是一位好厨师，院里举办“生日宴”或者
改善伙食的时候，炒菜的活基本就由老侯给包了。
记者相信，老侯炒出的菜肯定很香很香⋯⋯

乡村“鸭王”
本报记者 童 政

1 月 25 日上午，天空飘着细雨。广西钦州市康
熙岭镇横山村村民邱华英准备年货的同时，也在设法
筹集养殖资金。她一早就约好了中国农业银行钦州
分行的客户经理谢立胜，到养鸭场讨论贷款的问题。

3 年前，邱华英开始在海边养殖海鸭，通过担保
从农行获得了5万元农户小额贷款。有了资金支持，
鸭场发展得红红火火。因为吃着红树林里退潮后淤
泥里的小鱼虾长大，邱华英家的海鸭体肥、蛋多、味
美，海鸭蛋也因此成为抢手货。养殖场的鸭子发展到
现在有 6000多只，每天能产蛋 200多斤。邱华英已
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鸭王”。

“能不能再给我贷二三十万元？”邱华英提出了
自己的希望，她希望马年把鸭场再扩大一倍，养殖数
量超过1万只，同时对鸭舍进行标准化改造。

谢立胜告诉记者，农行钦州分行探索实施了多
种贷款形式，能有效解决农户“担保难、贷款难”的问
题，但目前只能解决小额贷款。像邱华英这样的养殖
大户，自己没有抵押物，也可以让亲戚朋友提供抵
押。“我家的房子能抵押不？不是说农民宅基地房子
可以办抵押了吗？”邱华英追问道。

“现在你们村的宅基地和住房都还没有确权，暂
时还不能办理抵押。以后要开展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进行抵押贷款就没问题了。”谢立胜说。

“那就给我们想扩大生产的农民解决大问题了，
真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邱华英眼里充满了渴望。

扫一扫

，

更多信息和体验

编者按 明天就是大年初一。此刻，
许多人经过舟车劳顿，正享受着与家人团
聚的快乐时光；也有人仍然马不停蹄，匆
忙地奔波在回家路上；还有人为了维护社
会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放弃了与家人团聚
过年的机会，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总之，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在你我每

个人身旁，都在发生着大量真实生动、平
凡感人的故事。

本报“新春走基层”活动的特派记者
们，就属于坚守岗位的一群人。他们此刻
正在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沿
海侨乡或灾区等地采访报道。他们有的随
返乡农民工回家，有的前往湖中孤岛，有

的来到生产一线⋯⋯与基层群众同吃同
住、欢度春节。

今天，我们刊发几篇最新发回的报
道，故事里的主人公大多是普通人，没有
名气，也没有显赫的成绩。但看看他们真
实而生动的故事，更能让我们感受到这个
社会的活力、进步和温情。

321 国道是条交通要道，一头连着
珠三角，一头连着广西、贵州等省区。
1 月 27 日 7 点，记者从广州出发，经广
佛、广肇高速转入 321 国道，一路向
西，汽车外面右侧公路上，或三五成
群、或单独骑行的摩托车，或载着妻子
儿女、或驮着大包小包，与汽车并行疾
驰在回家的路上。

近 9 时许，记者赶到 321 国道广东
省肇庆市小湘站。小湘，北依肇庆北岭，
南扼西江要冲，是返乡“铁骑”的必经之
地。肇庆市在小湘加油站附近设立了春
运“暖流行动”服务站，这个超过 500 平
方米的临时休息广场已是车水马龙，数
百辆摩托车错落停放，数十名志愿者手
举托盘，穿梭在人群中送上热腾腾的番
薯和热乎乎的茶水。

“妹子，你看小朋友脸都冻红了，快
到室内取会儿暖，喝碗热粥吧！”肇庆市
高要供电局的志愿者欧敏身穿红色夹
克，脸颊与双手冻得通红的她不断向有

需要的人提供着帮助。
“记者同志，您采访一下他吧，他是

欧敏的老公梁耀锋，他们可是把爱心‘夫
妻店’开到了服务站呢。”正在采访中，肇
庆市文明办副主任赵图强指着不远处一
位交通警察说。欧敏看到自己的老公从
警用摩托车上下来，会心一笑，递上了一
杯热茶。

“1月 16日春运以来，骑摩托车经过
这里的务工人员已超过 20 万人，过境摩
托车也超过了 15 万辆，这几天正赶上返
乡高峰，估计今年会超过 30 万辆。”刚从
国道上执勤回到服务点的梁耀锋带着一
脸疲惫告诉记者，为了让更多的人平安
回家，他已经是连续第 9 年春运期间在
这条道上执勤巡逻了。

说起这个春运服务站里的“夫妻
店”，肇庆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蓝达青告
诉记者，因为丈夫职业的关系，“保春运”
一直是欧敏家中春节的主题。去年天阴
多雨，欧敏听执勤的丈夫回家说起，“很

多人的衣服被雨淋湿，只能在休息时用
火炉取暖，因为服务点的电力负荷不
够”。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欧敏对此上
了心。今年春运前，欧敏把这个问题向
高要供电局领导提了出来。“没想到领导
当场拍板，提供取暖机，并对线路进行了
改造。”欧敏激动地说。

“请问，哪里有火炉？我老公的手都
要冻僵了。”一位女士过来询问。她叫钟
文华，在广东中山市小榄镇家电公司务
工，今年骑摩托和丈夫一起回广西桂平
老家过年。

欧敏赶忙说：“大姐，今年不烧炭火
了，您到休息室去暖暖手，那儿装了取暖
机呢！”钟文华兴奋地说：“太好了，太好
了，谢谢了呀！”

没过多久，这里汇聚的摩托车已达
两三百辆。一批批休整完毕的骑行大军
带着这份温暖继续赶路，向西汇成一股
整齐的“铁流”，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
线里。

“夫妻店”情暖回家路
本报记者 张建军

“有些人轻视我们这个行业，但我不自
卑，因为我爱这份工作。”冯敏是海南省海
口市爱之泉家政服务有限公司的一名护
工，10 年前开始从事护理工作，从家乡湖
南到广西、广东，如今辗转到了海南工作。

记者见到冯敏时，她刚拿到海南省“最
美农民工”的荣誉证书。她告诉记者：“我
真的很普通，就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把病
人护理好，让家属放心，尽到我们的责任。”

在护理工作中，冯敏基本上什么样的
病人都照顾过，平时 24 小时都在医院。她
经常被人问：“这么辛苦，有没有想过放
弃？”每当这时，冯敏总是告诉大家：“有时
候确实特别委屈，甚至有的家属把自己当
佣人。这时候就要把心态放平，换位思考，
心里就不会那么难受了。”

“把痛苦留给自己，把快乐带给病人”，
这是冯敏的口头禅。“干这份工作的时候，
我能找到自己的存在感，知道自己被需要，
还能为社会贡献出自己的一点力量。”她笑
着对记者说，“我也希望能给自家孩子做个
榜样，告诉他要孝顺。”

“今年过年回家吗？”
“不回去了，在这过年。”冯敏深深地叹

了一口气，“春节前后需要我们服务的人太
多了，根本离不开，一般都等到过完年，大
年初七左右才能往家赶。”

已经快 50 岁的冯敏告诉记者，自己有
个特别“前卫”的愿望：可以一边做护工，一
边旅游，去看看不同城市的风景和人。在
她的眼中，有份工作，脚踏实地地干着，这
就是幸福。“只要我还干得动，就想一直干
护工。”冯敏说。

把快乐带给病人
本报记者 何 伟

搬进新房过新年
本报记者 雷 婷

搬进新房过新年
本报记者 雷 婷

学 生 假 日“ 打 工 ”忙学 生 假 日“ 打 工 ”忙

付丕华

延安市宝塔区冯庄
乡王庄村村民

延安市宝塔区冯庄
乡王庄村村民

冯 敏

海口市爱之泉家政
服务公司护工

10 年前，他转让出自己的诊所，背上行装来到洞庭湖一座孤岛之上，坚

守至今。他说，这个选择没什么“高大上”的理由，就是想让岛上的乡亲们

及时看上病——

侯万海 敬老院院长

家乡：内蒙古开鲁县开鲁镇

邱华英 养鸭场场长

家乡：广西钦州市康熙岭镇

春节临近，打零工的大学生成为银川各大商场

的促销主力。图为宁夏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贾焜

（左）在售卖饺子馅调料。 本报记者 拓兆兵摄

梁耀锋 交通警察

欧 敏 志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