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孙同志，这是我对组织的一点心
意，这几晚我都在想，如何把我积攒的
这 1 万元钱交给你们，感谢党对我的培
养！”2014 年七一前夕，在郑州车站党
委办公室，一位面庞清瘦、满头银发的
老人，郑重地向党组织上交了一份特殊
党费，完成了她心中的一件大事。

这位老人是左春秀，是位有着 65 年
党龄、从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成长起来
的老共产党员。在离开工作岗位后的近
30 年时间里，她放弃安逸的晚年生活，
风雨无阻地奔波于家与车站之间，退休
不退岗，生命不止，奉献不已。

近 30 年来，她先后荣获“全国青少
年读书教育活动优秀指导奖”，以及“河
南省先进离退休干部”、“河南省关心下
一代先进工作者”、“河南省文明服务志
愿之星”等荣誉。

情系铁路 梦圆站台

在 郑 州 火 车 站 东 广 场 ， 每 逢 节 假
日，尤其是黄金周、春运最忙的时候，
人们总能看到左春秀热心地为旅客解答
咨询、送水指路、补衣缝扣，许多人很
难理解，已 82 岁高龄的老人，为什么不
在家享福呢？左春秀的回答很简单：人
可以退休，但共产党员不能“褪色”。

1989 年 5 月，56 岁的左春秀从郑州
火车站纪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了下来，离
开工作了 42 年的岗位。“我还能为车站

做点什么，还能为社会做点什么呢？”
离休在家的左春秀放不下自己工作生活
了 几 十 年 的 “ 家 ”， 依 旧 按 时 到 车 站

“上班”。
1992 年，郑州火车站成立了关心下

一代工作委员会。在组织的安排下，左
春秀担任了常务副主任。她对身边的老
党员逐个家访、谈心，把身体好且愿意
继续奉献的老同志组织在一起，成立了
老年义务服务队，在重大节假日期间为
重点旅客排忧解难、送水送药、宣传

“三品”检查等服务。短短一年时间，老
年义务服务队由十几个人发展到 160 多
人。1993 年，在左春秀的提议下，她又
建立了 3 个老年义务服务台，制定了服
务台公约，老同志们分成三班，轮流在
广场、候车厅、站台为旅客进行“免费
提供咨询，免费供应针线包，免费送开
水，免费照顾重点旅客”的“四免费服
务”。这一干就是 23 年，帮助旅客 26 万
余人次，收到的感谢信不计其数。

2013 年 12 月，她创建的老年义务服
务队被郑州市文明委授予“老年雷锋
团”荣誉称号，她带领的队员成为郑州
市传递文明风尚的“文明使者”。荣誉伴
随着沉甸甸的责任，老年义务服务队的

“业务”扩大了范围，由原来单纯为旅客
铁路出行提供服务，变为提供乘坐公
交、地铁换乘、困难救助，乃至调解家
庭纠纷等诸多服务。在服务范围扩大、
社会责任增加的情况下，左春秀经常跟

她的队员说：“虽然我们是老党员，但是
我们的思想不能‘老’，得与时俱进担起
这份责任。”她带领老同志一起乘地铁，
一一记下地铁运营时间、中途依靠车
站、购票须知等，以便为旅客提供更多
更准确的服务。2013 年春运期间，左春
秀带领“老年雷锋团”佩戴红袖标，在
火车站广场开展志愿服务，为旅客解答
问询、发放列车时刻表、发放宣传资
料、为旅客换乘等提供指南，成为郑州
火车站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帮贫助困 助人为乐

“人老了也要有作为。”在左春秀的
人生定义中，帮贫助困、助人为乐是她
回报党的最好方法。

左春秀发现有旅客因为钱包被盗或
现金不够，无法购票回家。1996 年，心
地善良的她发动队里老同志自发捐款筹
集资金 5000 元，建立了“困难旅客服务
基金”，为旅客雪中送炭，解燃眉之急。

2009年 10月，在售票厅服务台前巡
视的左春秀发现，在服务台旁边坐着一
名中年男子，看起来神情沮丧。左春秀
上前询问，得知该名男子叫李保田，是
河南南召县小店镇的一名农民，他的女
儿多年前得了心脏病，在南阳看了很多
医院都治不好，这次是来郑州看病的，
不料在火车站钱包被盗。左春秀知道情
况后，立即召集其他老同志，建议启用

服务基金帮助这对父女，并且通过自己
的熟人找到郑州一家医院，先行垫付了
住院期间的 800 元医药费。在左春秀的
安排下，他的女儿得到了很好的治疗。
14 年过去了，如今孩子长成了大姑娘。
2013 年 9 月，她在父母的带领下，专程
来郑州看望左春秀，临走时姑娘拉着左
春秀的手说：“我要像左奶奶一样，帮更
多的人做更多好事！”

露 珠 虽 小 ， 却 可 以 折 射 太 阳 的 光
辉。“困难旅客服务基金”成立 18 年以
来，先后垫钱 5.6 万多元，为 4000 多名
旅客解决了出行困难，左春秀被旅客誉
为“铁道线上的活雷锋”。

左春秀不遗余力相助困难群众的行
为，更让人见证了她的人生高度。1993
年，她得知河南省某个贫困地区的儿童
因交不起学费而失学的报道后，当即想
办法联系上了这所小学，资助 2 名小学
生完成小学学业。之后，她又发动车站
其他的老同志，为学校捐款 1 万元，帮
助维修漏雨的教室。

自离休以来，她带头并发动老同志
捐助车站职工和灾区群众 4 万多元，连
续 15 年向江西、河北西柏坡、荥阳和郑
州铁一中等 7 个地区和学校捐款 5 万余
元，资助 10余名困难学生完成学业。

撒播爱心 传承美德

从小受父母影响，左春秀对党有着
深厚的感情。她带着这份情感，把“让
好的传统在青年人身上继续传递，不断
激发社会正能量”当作自己责无旁贷的
事情。

由于在火车站工作的特殊性，许多
车站双职工家庭的子女假期只能独自在
家。为解除职工的后顾之忧，2000 年，
左春秀在铁路家属区建立了青少年活动
站，言传身教，把优良的传统和作风传
递给下一代。每年暑假活动站开班，她
都带领青少年围绕公民道德教育开展

“文明小公民”和“三讲一树小标兵”活
动，组织老同志给青少年讲公民道德故
事。“爷爷奶奶们讲的故事，告诉我们做
人的道理。”小学生仝世鑫在暑假日记中
这样写道。

“孩子们的心灵是纯净的，与他们在
一起我更快乐！”闲暇时，左春秀翻起与
孩子们的合影时高兴得合不上嘴。也正
是这种对孩子们的爱，支持着青少年活
动站坚持了 14 年，共辅导帮助铁路家属
区青少年 1200 余人次，被铁路职工和孩
子们称作“知心奶奶”。

2013 年 1 月 7 日，左春秀当选 2012
“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那鼎沸的
人声，是她最爱听的音乐；那潮水般的
人群，是她离不开的海洋；郑州站里，
白发祖母和她的老伙伴们纾解着旅客的
烦忧，也享受着助人的快乐。”在大会的
颁奖辞里，解读出了左春秀执着奉献的
质朴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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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 为 旅 客 解 烦 忧
——记郑州铁路局离休干部左春秀

本报记者 王 伟

一场春雨过后，天山更显苍郁。3 月
25日，《经济日报》记者来到新疆乌鲁木齐
市南郊，走进新疆天山东部国有林区。站
在山间眺望，墨绿挺拔的云杉绵延铺展，
一直铺向云雪相接的山巅。

“来，我们把这些枯枝残叶清理掉。
积多了会影响树木生长，还容易引发火
灾和病虫害。”“你看，有人在这棵树的
根部挖过土，得补点土。”在林海深处，
记者随杨建山踏雪巡山、管护树木。他
是托里森林资源管护所所长，每年巡山
里程达 5000 公里，“对辖区内的每一片
林都很熟悉。”

托里森林资源管护所归属于新疆天
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乌鲁木齐板房沟分
局，杨建山从事的工种叫基层管护员，负
责护林、管林。新疆干旱缺水，种树养树
不易，“有时得像养孩子一样，呵护山上的
树木。”板房沟分局党委书记王新华说，基
层管护员也被亲切地称为“抚育师”。而
在 10 年前，杨建山却是一名“刀斧手”，砍
伐树木是他的主要任务。

从“刀斧手”到“抚育师”，杨建山工作
的变化折射出新疆国有林区的变迁。新
疆生态环境脆弱，必须坚持走“资源开发
可持续、生态环境可持续”之路。国有林
区是生态建设的主战场，从 2005 年起，山
区天然林全面停止了商品性采伐，林场职
能转变为以全面保护森林为主。

与 此 同 时 ， 林 区 各 项 改 革 不 断 深

化，为森林保护提供了有力保障。新疆
林业厅公益林和国有林场管理总站站长
师戈里告诉记者，2012 年，林业厅直属
的 25 个国有林场全部由企业改为全额预
算管理的事业单位。没有了经营压力，
林区一线职工将全部工作精力用于管护
森林，一心一意守护好祖国西部这道生

态屏障。
管护一片森林并不简单。天山东部

国有林管理局板房沟分局施业区达 216
万亩，管护的森林面积约 100 万亩，杨建
山和同事平均每人管护 5 万亩，要严防火
灾隐患、森林病虫害，还要打击偷砍滥伐、
乱采乱挖、毁林开荒、乱占林地、违法捕猎

等不法行为。“近年来，随着徒步探险、自
助旅游等休闲活动的兴起，平均每年有
100 多万人进山，管护责任重大。”王新华
坦言。

手持一份森林管护责任书，托里森
林资源管护所副所长吐苏甫汗·胡萨英汉
说，“我们把管护责任落实到山头、地头
和人头。全所管辖的森林分成 8 个责任
区、设 8 个管护站，努力把每一棵树抚
育好。”

统计显示，2014 年，新疆共完成造林
250 万亩，义务植树 1.1 亿株；3.02 亿亩天
然林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天然林保护二
期工程进展顺利。根据森林资源二类补
充调查结果，新增 1亿亩天然林地。

“我们对林子有感情,是林业发展的
参与者、见证者。”记者在林区采访时发
现，许多职工都是“林二代”、“林三代”。
老职工孙天彦感慨：“以前伐木，现在育
树。你看，山上的一片片林子开始‘拉手’
了，林区在长高变大。”

然而，成长中也有烦恼。目前，新疆
国有林区还存在林牧矛盾突出、职工待遇
较低和人员老化等问题，改革发展任务繁
重。“令人欣慰的是，这些年一直在变化、
一直在变好。”前不久出台的《国有林场改
革方案》和《国有林区改革指导意见》，让
林区职工对未来满怀信心和期待。他们
表达最多的，可以浓缩成一句话:“我们赶
上了好时代！”

从“刀斧手”到“抚育师”
——新疆天山东部国有林区见闻

本报记者 乔文汇

在位于甘肃省玉门市的军垦火车站见到王陈淀
时，正赶上一场开春大风。他和伙计们正忙着给
100 多平方米的蔬菜大棚紧拉压膜绳，防止大风刮
坏大棚上的塑料薄膜。

阵风过后，王陈淀拧开水管，仔细冲洗着棚膜上
的灰尘。他说，灰尘会阻隔太阳光的照射，影响棚内
的温度，现在西北的气温不高，要增加棚膜透明度，
让棚内的菜苗赶快长起来。言谈举止间，俨然一个地
道的菜农。放眼望去，他的这个温室大棚，培育了苦
菊、小葱、韭菜、菠菜、芹菜、辣椒、西红柿、锁阳
等 10多垅菜苗，足足有 20多个品种。

绿油油的小菜苗挺直了身体，可劲儿地往上长，
那样子更像在为王陈淀点赞。

这里年均降水量仅 63.3 毫米，年均蒸发量却高
达 2952 毫米。荒芜的土地贫瘠裸露，是一片被浩瀚
的黑戈壁包围着的盐碱滩。

王陈淀是 2000 年由部队转业分配到兰州铁路局
嘉峪关车务段，2011 年调任军垦火车站担任调车长
的。这个车站是嘉峪关车务段下辖的一个三等小站，
地处古丝绸之路的要塞，主要担负着甘肃玉门、瓜
州、敦煌等市县的农副产品和矿产资源运输。作为调
车长，王陈淀平日里的主要工作是带领调车组的弟兄
们完成兰新铁路通过列车的减吨补轴和货场取重配空
等调车作业任务。种菜，只是他的业余工作。

4 年前，王陈淀来到这个火车站的时候，职工吃的
蔬菜都是从玉门市倒几次手送到车站的，不但菜价高，
而且不新鲜、品种少。瞅着车站附近的几片荒草地，爱
琢磨的王陈淀有了主意——开荒种地，在火车站建一
座温室蔬菜大棚，解决职工的吃菜难题。

王陈淀对着茫茫黑戈壁暗暗发誓：只要发扬“筚
路蓝缕，呕心沥血，战天斗地，不畏艰辛，艰苦奋
斗”的垦荒精神，就没有建不起来的“菜篮子”。

从此，王陈淀休班时间几乎没有回过家。他挤出
时间开垦荒地，筛除草根，用废旧枕木建地基，捡来破
砖烂瓦垒边墙，找来树枝竹条做骨架。为了解决遇到
的各种种菜难题，他上网查资料，还深入到附近村子的
田间地头向菜农请教，砌墙、弯管、铺膜、掀帘、通风、选
种、栽培、育苗⋯⋯这些从没干过的活计，在他手里变
得越来越熟络，越来越得心应手。他种菜的办法多、点
子多，成了远近闻名的种菜能手。前几天，该给菜地施
肥了，他跑到两公里远的养猪场义务清理猪粪，用自己
的劳动换来了满满一车农家肥。

第一年辣椒丰收的时候，这个小站沸腾了，就像过
年一样热闹。车站伙食团根本吃不完，就分给了其他
单位，还在储藏室架子上挂满了红彤彤的辣椒。第二
年，王陈淀在品种上下功夫，先后栽种了 50多种蔬菜。

到了午饭时间，餐桌上摆放着素炒油菜、韭菜炒
鸡蛋、凉拌小葱、蒜苗炒肉等，十几名职工围坐在餐
桌旁，一人一碗拉条子，就着自己菜地里种出的蔬
菜，吃得津津有味。王陈淀说，他已经计划好了，先
种温室菜，在温室菜棚里育苗，等天气转暖就把菜苗
移栽到露天菜地，这样先后分开、有序递进，就会保
证大家一年四季有足够的蔬菜吃了。

王陈淀种菜是把好手，本职工作也同样干得有声
有色，曾多次获得兰州铁路局调车技术比武第一名、
安全立功竞赛先进个人、安全标兵、技术能手、优秀
共产党员和先进生产者等 50多项荣誉。

“上级单位要给我们小菜园拨专项资金哩。”临告
别时，王陈淀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他将我们领到了
车站上的另一片荒地上，“今年我还要开垦一亩地，多
种上一些菜，给更多的车站伙食团免费提供有机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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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菜农”

王陈淀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贾国庆

左春秀，女，82岁，近 30

年如一日持续发挥余热，发动车

站离退休老同志成立老年义务服

务队，自发捐款建立了“困难旅

客服务基金会”，曾先后获得

“全国青少年读书教育活动优秀

指导奖”，以及“河南省先进离

退休干部”、“河南省关心下一代

先进工作者”、“河南省文明服务

志愿之星”等荣誉。

人物小传

物理老师的“花样乐器”

3 月 31 日，江西师范大学物理与通信电子学院老

师胡银泉用电磁感应吉他为学生演奏。胡银泉利用电

磁感应原理和声音传播规律制作了一批“花样乐器”，

通过乐器演奏的方式向学生讲解物理学知识。他说，

很多物理规律大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书本知识”，通

过音乐的方式给学生上课，不仅能形象地讲明物理学

原理，更能让学生对物理学产生浓厚的兴趣。

新华社记者 胡晨欢摄

▲▲ 上 图上 图 左 春 秀左 春 秀

（（右右））在为旅客指路在为旅客指路。。

▶▶ 右 图右 图 左 春 秀左 春 秀

（（左一左一））带领老年雷锋带领老年雷锋

团为旅客答疑解惑团为旅客答疑解惑。。

李庆伟李庆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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