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占荣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

拉特旗人。上世纪90年代，他在包

头市办起一家面粉加工厂，获利颇

丰。1999年 7月，马占荣与达拉特

旗林业局下属的中和西林场签订了

承包1万亩荒山的合同，一头扎进

库布其沙漠。为治沙造林，他不断

从面粉厂调工人、调面粉、调资金，

先后投入800多万元。如今，他承包

的万亩荒山上，小树在一天天地长

大，沙漠变绿洲，他也被评为内蒙古

自治区“十大公益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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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布其沙漠纳林作业区的柠条花开
了。

一丛丛、一簇簇随风摇摆的柠条金
枝和远处的红柳、白杨相映成趣，把马
占荣的种树窝棚装扮一新。在小黑狗的
叫声中，65 岁的老马带着记者攀梯上
到这 6 间小砖房的屋顶。极目远眺，远
山没有一丝绿色的沙丘沉默着。“50 岁
的 时 候 我 从 包 头 跨 黄 河 来 到 这 里 种
树，所见全是这样的明沙。”清瘦的老
马 不 改 当 年 豪 气 ，“ 前 方 有 砖 头 的 地
方，是我当年挖的地窨子。往下掏个
比树坑又深又大的穴，上面搭上杆子，
铺上塑料布，地鼠一样在这里安营扎
寨。第二天一早，胡噜胡噜头上的沙子
就开始种树。”

那时的马占荣是包头市第一批百
万富翁。他的家乡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达 拉 特 旗 正 是 库 布 其 沙 漠 的 东 沿 儿 ，

“ 沙 进 人 退 ” 成 了 他 的 童 年 记 忆 。
“退”到黄河北岸的马占荣抓住了上世
纪 90 年代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机遇，
在包头市办起一家面粉加工厂，获利
颇丰。1998 年，他回家乡达拉特旗调
粮 ， 当 地 的 林 业 局 长 劝 他 投 资 林 业 ，
承包沙地搞绿化。老马回去和家人一

商量，所有人都脑袋摇成拨浪鼓：“隔
行如隔山呀！城里好好的企业还管不
过 来 ， 这 么 大 岁 数 还 进 什 么 沙 窝 子
呀！”而达拉特旗林业局方面在反复做
工作，“投资林业，绿化家乡，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喜欢挑战的马
占 荣 在 库 布 其 沙 漠 边 缘 走 了 几 个 来
回，最后一头扎进沙漠深处——1999
年 7 月，马占荣与达拉特旗林业局下属
的中和西林场签订了承包 1 万亩荒山的
合同，期限定为 48 年。

绿色替黄色，行行复行行。马占荣
从面粉厂往万亩荒山调工人、调面粉、
调资金，仿佛沙漠里落下几滴雨点，连
个动静都没有。由于没有经验，第一年
春天种下的十几万株杨树苗，被羊啃、
被风吹，几乎全部糟蹋。马占荣就从头
摸索：沙丘是流动的，造林就得先做沙
障锁住沙丘；沙地有鼠害，就得给种
子、苗木拌农药；把树苗直接栽进沙地
里成活率低，就把树苗装在有湿土的塑
料袋里栽种。

功夫不负有心人。门外汉马占荣不
仅能把树栽活，还总结出一套“马氏绿
化法”。老马在低洼处树下吃饭时，沙
子常刮到碗里来；到梁上吃，虽然有

风，却没有沙子。他灵机一动，试验在
梁上栽树。此举大获成功，树木一片一
片存活，沙梁一块一块降低。他还根据
一棵大树至少能窜根十几米的情况，栽
树时采取 50 米的大间距，在第 4 年切断
大树主根。这样，50 米之内的林地不仅
在初栽时互不争水，还为“窜根繁衍”
留出了空间。

造林难，护林更难。让马占荣想不
明白的是，他承包的这片沙地种树有了
起色，附近一些村民便前来闹事，说林
地是他们的；植被刚一恢复，就有人剪
开围栏进来偷牧牛羊；生物多样性刚一
出现，就有人溜进来偷挖药材。最不能
容忍的是，马占荣进沙漠种树，个别村
民进沙漠拔树。马占荣眼睁睁看着新栽
的 2 万多棵幼苗被活活拔掉，没掉一滴
眼泪。

命运就这样迎着倔强者走去。马占
荣投身沙漠再创业，一次次从包头面粉
厂往沙漠抽调资金，企业因资金短缺、
无人经营而倒闭。前几年，佝偻如老农
的马占荣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十大公
益之星”，领奖时挺直了腰杆。这个荣
誉，给了他太多安慰！

“ 我 先 后 投 进 去 800 多 万 元 ， 至

今没有丝毫产出。尤其是面粉厂倒闭
之 后 ， 再 投 入 难 以 为 继。” 马 占 荣 带
领记者巡视他的沙海林区，仿佛进入
一 个 蓊 蓊 郁 郁 的 绿 色 氧 吧 ，“ 今 年 我
又 种 树 1 万 棵 ， 苗 木 已 经 靠 赊 借
了。” 杂 花 缀 满 林 间 路 ， 偶 添 鸟 鸣 四
五声，平复着“绿色庄园主人”马占
荣的情绪。

马占荣承包的万亩荒山上，小树在
一天天地长大。可是由于种树，牺牲了
陪护女儿的时间、挪用了女儿治病的专
款，智障女儿的后遗症一日重于一日。
人生的起起落落，他坦然面对；事业的
坎坎坷坷，他愈挫愈奋；站在金花灿烂
的柠条林下，想起女儿瘫在家里，马占
荣突然老泪纵横。

“该回去给她做饭了。”马占荣说。

种 树 老 人 马 占 荣 的 故 事
本报记者 陈 力 通讯员 乌日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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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岁的新疆维吾尔族小伙阿迪力·
买买提吐热出生于新疆莎车县，2014 年
毕业于湖南长沙理工大学，现任湖南梦
想起航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法人
代表。

阿迪力有5个兄妹，家庭条件比较贫
困，父亲在他很小时就开始卖切糕。阿迪
力回忆自己年幼时，父亲常牵着毛驴，载
上切糕去赶集，换取全家的生活费用，父
亲就这样用一车车切糕将孩子们养大。

阿迪力明白，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家
庭和自己的命运。勤奋的他不负众望，以
优异成绩考入湖南长沙理工大学,是全家
唯一一个大学生。

切糕这种以杏仁、核桃、葡萄干等当
地优质原料加工而成的新疆传统小吃，是
丝绸之路上商贾驼队补充体能的必备食
物，自古就受民众喜爱。阿迪力的爷爷、
父亲都是切糕传人，家里一直是通过售卖
切糕来换取生活来源。阿迪力产生一个
创意：做正宗的新疆切糕在网上出售，为
切糕正名。

2012 年 9 月，阿迪力与两个汉族同

学蒋金亚、蒋春杨达成共识，合伙开淘宝
店，卖自己亲手制作的正宗新疆切糕，以
公道的价钱，让人们品尝真正的新疆美
味。不久，依靠几万元钱起家的“买买提
切糕店”正式亮相淘宝网。

当阿迪力打电话回家乡，希望父母能
帮忙快递核桃仁、葡萄干时，阿迪力的父
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上大学
的儿子要去卖切糕？卖切糕既辛苦又不
赚钱，父亲不想让孩子再从事这个行业，
希望他好好学习。但经过一整天的劝说，
阿迪力最终说服了父母。创业之初，囿于
资金的压力，3 人将厂房租住在学校附
近。他们白天上课，晚上做切糕，时常一

忙就是一个通宵。
伴随着他们艰难的创业征程，来自身

边的朋友们给了他们最大的支持。同学
们给他们打包、填写订单，用人力来弥补
生产的不足；学校创业园为他们提供了免
费场地，并委派专门老师悉心指导；妙盛
企业孵化港的项目负责人牵线搭桥，帮助
切糕店入驻宁乡经开区妙盛工业园。搬
到新厂房之后，采用机械化和手工制作相
结合的工艺流程，员工也增加到 80 多人，
每天的产量达到了 3000斤。

2014 年 5 月，热播的电视美食节目
《舌尖上的中国 2》介绍了阿迪力的新疆
切糕后，他的淘宝店一时间订单量暴增，

甚至有几天达到了 200 多万元的营业
额。阿迪力牢记自己在创业道路上得到
的支持、帮助和鼓励，怀着感恩的心，希望
传递自己的爱。2014 年 8 月，云南鲁甸
发生 6.5 级地震，阿迪力考虑到切糕能量
高、方便食用，和公司员工们一起加班加
点生产切糕，仅用了一天多就备齐 1 万斤
切糕捐往灾区。2014 年，他荣登“中国好
人榜”。

湖南梦想起航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阿迪力：

小小切糕传递爱
本报记者 吴佳佳

金磊从事旅游工作 15 年屡获殊荣：
“全国旅游系统劳动模范”、“辽宁省旅游
行 业 技 术 状 元 ”、大 连 市“ 十 佳 导 游
员”⋯⋯有人问他窍门，他说，“就是发自
内心关爱客人，不惜为客人付出。”

2010 年，社里一位导游陪同日本一
个旅游团在大连观光，团里一位 60 多岁
的老人突然腹泻不止。金磊听说后，二
话不说，赶到酒店让导游带领其他客人
继续观光，自己则始终陪护在老人身边，
直至病情稳定。临别时，老人向金磊频
频鞠躬致谢。

金磊则笑着说：“如果在别人危难的
时候，人人都能伸出手来给予帮助，这个
世界就会变得非常美好。”金磊是这样说
的，也是这样做的，四川汶川地震、青海
玉树地震时，他都带头捐款。当客人困
难时搭把手儿，这样的事在金磊的导游
生涯中数不胜数。

2014 年 7月 9 日下午，北戴河海滨浴
场挤满戏水的游客。突然，海面上传来
一阵急促的呼救声：“救命啊！”岸上的人
闻声望去，只见一个人正在较远处的海
水里挣扎，情况十分紧急。众人还没来
得及作出反应，金磊三步两步跃入海中，
奋力救起呼救者。

呼救者是位 70 多岁的老人，游泳时
间过长导致腿部抽筋，如再晚些施救，后
果不堪设想。有人夸奖金磊的勇气。他
只淡淡说了一句：“没什么，就是搭把手
儿的事儿。”随后便消失在人群中。

关键时刻这样，平时也是这样。在
机场接送客人，金磊两手从不空着，总是
帮着拖行李；上下车，金磊一定站在车门

口，搀扶年长者；下雨和酷热的天气，金
磊总会为客人打上一把伞，自己则站在
伞外。他多次随大连市文化部门组织的
演出团体赴日演出，虽然做翻译，他却在
与日方演出单位沟通之余，主动搬起了
道具。付出总有回报，每次接团回来，金
磊的邮箱里总能收到客人的感谢信。

金磊常对新导游说，接待外国旅游
团如同做外事工作，外事无小事，一定要
确保每个环节都要高质高效完成好。每
次接团前，他都要在计划外列出细则，细
到几时几分出发，几时几分到达某个景
点。接待高规格的团队，他还会提前检
查各项准备工作，保证每次接待任务都
圆满完成。

做导游难免会遇到一些消费场所许
以好处，动员他们领客人前去。金磊的
原则是，宁可自己收入少一点，绝不能让
客人吃亏。他认为，欺骗客人不仅是职
业 道 德 问 题 ，欺 骗 外 国 游 客 更 有 辱 国
格。一次，他带领客人进了一家购物店，
看到一位客人想购买珍珠，凭着多年的
带团经验和自学知识，他觉得这种珍珠
有问题，便悄悄地拉了下客人的衣角，客
人心领神会，停止购买。

“我从事旅游行业 15年了，养成的最
大习惯就是急客人之所急，当客人需要的
时候，搭把手，尽量给他们一些帮助。当
有人求救时，第一反应当然是冲上去，这
也是我们导游的职业习惯。”金磊说。

辽宁省大连中国国际旅行社导游金磊：

客人困难时搭把手儿
本报记者 郑 彬

人物小传

图①图① 马占荣在清理林地中的垃圾马占荣在清理林地中的垃圾。。

图②图② 马占荣在搬运树苗马占荣在搬运树苗。。

图③图③ 马占荣在沙漠里种树马占荣在沙漠里种树。（。（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有这么一个团队——南京火车站“158”雷锋服务
站，近半个世纪以来，她们在为旅客服务的平凡岗位上践
行着雷锋精神。47 年来，南京站先后有 131 名同志在学
雷锋岗位上工作过，3000 多名职工参与过义务服务，累
计帮助老弱病残孕等困难旅客 100多万人次。

从点滴小事做起，全心全意为旅客服务，把雷锋精神
变成一种职业操守，“158”雷锋服务站被旅客们誉为“都
市里最温馨的家园”。

来自远方的点赞

“大病初愈欲西下，行李太重心里怕。主任呼叫
‘158’，大包小包帮忙拿。雷锋精神仍旧在，由衷点赞铁
老大⋯⋯”2015 年春节前夕，上海铁路局南京站党委接
到一封特别的感谢信——一首题为《点赞》的打油诗。

这首诗出自 75 岁的西安老人王志，点赞的对象是南
京站“158”雷锋服务站几位年轻的姑娘。2015 年年初，
王志夫妇到南京旅游。当他们从南京火车站返回西安
时，大包小包的行李让他们犯了难。火车站工作人员罗
文虎看到后，立即主动过来帮忙，并及时通知“158”的姑
娘们。很快，黄吉莉带着陈佳麟、蔡琳把二老带到候车
室，给老人端上茶水，直至把两位老人送上火车。

类似的感谢信，“158”雷锋服务站收到不少。
“158”取谐音“要我帮”、“义务帮”之意，2000 年成

立，是全国铁路首家设在候车室里专门为老弱病残孕等
重点旅客候车提供服务的品牌工作室。

在“158”雷锋服务站候车室，记者遇到了乌鲁木
齐的铁路老司机孙海钊。孙师傅到南京旅游时不小
心扭伤了脚不得不提前返程，在乘出租车去火车站路
上，司机看他行动不便，主动给“158”打了电话。他刚
下出租车，“158”的姑娘们已推着轮椅等候在候车大
厅，把他推到休息室，又帮他改签火车票。老孙感动
地说，开了一辈子火车，还是第一次在火车站享受到
如此贴心的服务。

据介绍，南京站“158”雷锋服务站与南京多家出租
车公司建立爱心结对，许多出租车司机遇到去火车站的
老弱病残乘客，都会主动与“158”雷锋服务站联系。

待旅客如亲人

“进了‘158’，就像到了家。”这是旅客在意见簿上写
下的赞语，也是“158”雷锋服务站的理念。

2011 年夏天，“158”雷锋服务站的施凤英帮助一位
倒在天桥上的重症旅客时，被溅了一身血，周围人纷纷躲
开，她连眉头都没皱，一直将旅客扶到 120救护车上。

“服务工作不投入感情是做不好的，如果将年长的当
作爷爷奶奶、叔叔阿姨；把年轻的视为兄弟姐妹，就不会
嫌他们脏。”施凤英常常这样告诫自己的徒弟们。

2013 年 1 月 18 日上午，“158”客运员马晶刚送盲人
乘客到站台回来，看到准备回安徽宿州老家的任文明手
足无措地蹲在女厕所门口，走进去一看，他的妻子小孟靠
在墙上瑟瑟发抖，身边有一个浑身是血、不停啼哭的婴
儿。“小孩生在厕所里了。”马晶想都没想就脱下毛衣包裹
婴儿，抱在怀里取暖。“赶快救人，这里有一个婴儿！”她用
对讲机向值班站长汇报后，用手机拨打了 120 电话。救
护车抵达后，马晶一直陪护小孟到医院，把母子安顿好后
才离开。后来孩子爷爷特地从宿州赶到“158”雷锋服务
站表示感谢。

“义务帮”帮了 47 年

1968 年，南京站建站伊始，就提倡学习雷锋、奉献旅
客。全国“五一”劳动模范、南京站第一代劳模李慧娟今
年已经 70岁，提起年轻岁月，老人的眼睛亮了起来。

为保证乘客走得了、走得好，李慧娟经常带领工作人
员走到旅客中间去，为旅客打开水，拿行李，抱孩子，搀扶
老人上车。为了宣传乘车安全，她还自编了安全小快板，
可容纳一两千人的候车室经常响起清脆的快板声。

李慧娟退休了，第二代劳模孙燕光接过她的班。她
自制一辆平板车，每天帮老弱病残客人免费推送行李，一
推就是 29年，被称为“雷锋车”。

第三代劳模施凤英 2012年就该退休了，但她仍继续
留在“158”服务站义务服务。

马晶 2011 年 5 月刚到“158”，开始工作时，面对老弱
病残乘客，心中难免有点“发憷”，特别是碰到老人突发疾
病、孕妇在火车站生孩子这样的突发事件，害怕、向后躲
成了她本能的反应。每当这个时候，师傅施凤英总是走
在前面。

“师傅就是我们的主心骨。”黄吉莉告诉记者，工作中
师傅从来不会说教，她总是做给她们看。

在师傅的带领和感召下，黄吉莉、马晶、叶辉、王双、
许慧铃已成了“158”的第四代接班人。

有人曾经计算过，从候车室到站台，“158”的姑娘们
每天至少要走 20 多公里，一年就是 6000 多公里。而一
顿简单的午饭，经常要分七八次吃。

“火车有终点，大爱无疆界。”“158”姑娘们在自己的
岗位上，以实际行动诠释着雷锋精神，也让学雷锋走向全
社会。47 年间，“158”雷锋服务站让曾经帮助过的 40 多
万名重点旅客感受到了温馨家园的大爱,体验到了雷锋
精神的真谛。

南京火车站“158”雷锋服务站——

都市里的温馨家园
本报记者 薛海燕 通讯员 吴家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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