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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仑山的皑皑白雪见证了他的纯
洁与梦想；塔克拉玛干的火热是他投身
援疆、干事创业的激情。

他是天津市第九批援疆干部，在
于田县招商局挂职担任副局长的席世
明。2019年1月6日23时，席世明在
帮助企业装运完30多吨农产品后，突
发脑卒中。虽经津、沪、新三地专家
全力抢救，终因病情严重于1月14日
去世，年仅43岁。

在新疆于田近 4 万平方公里的土
地上，他用自己的生命践行着新时代脱
贫攻坚的历史使命，他的名字永远铭记
在于田各族群众心中。

投身援疆一线

在天津，席世明有一个幸福美满的
家庭。在妻子马艳玲眼中，席世明是个
勤快人，他从来没有豪言壮语，但却事
事思虑周详，意志坚定。

“席世明总在忙工作，家里的电器
坏了都要拖几天再修，单位有事找他，
他拔腿就走。”一提到席世明，马艳玲的
双眼又红了，“他可是家里的主心骨，家
中的大事都是他拿主意”。

在席世明心中，不仅装有自己的小
家，更饱含着一名共产党员的报国
志向。

一起工作 24 年的同事，天津静海
区工信局技术管理科科长东永珍向记
者讲述了席世明的援疆情怀。

“我曾经问过席世明，你上有80岁
老母亲，下有9岁半的孩子，家里需要
你，为啥要远赴新疆？”东永珍回忆说，

“但他和我说，投身援疆是新时代党员
的历史责任。脱贫攻坚最需要的就是
引项目、跑企业，这方面我最熟悉。家
里老人身体健康，孩子在学校念书，我
放心。”2017年2月28日，席世明随天
津第 9 批 172 名援疆干部从天津启程
奔赴新疆。

对于帮扶企业，席世明有独特的心
得。在 2014 年至 2016 年开展的万企
转型活动中，3 年里席世明帮助 1000
多家企业实现转型升级，超额完成工作
任务。跑企业、抓项目、为民服务的初
心，让他与很多企业家成为知心朋友。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席世明选择了
援疆报国。但作为一名父亲、丈夫与儿
子，他也难以割舍对家的无限思念。他
病发前的数小时，席世明还在与妻子视
频通话，商量过年的事情。没想到，短
短数语，竟成永别。

愿做两地“连心桥”

在维吾尔语中“克里雅”是“漂移不
定”的意思，也是于田县简称。虽然这
里拥有昆仑山的白雪与塔克拉玛干沙
漠这样的壮丽美景，但是封闭的大山、
落后的产业，造成了当地群众世代
贫困。

如今，这里已经建立起天津援建的
大枣、核桃、葡萄干等农产品合作社，带
动当地580多户居民脱贫。这背后，凝

结着第 9 批天津援疆干部们的辛劳
汗水。

“去年11月我来投资选点，一个星
期席世明陪我跑了 6 个乡。每天天没
亮出发，晚上十一二点才回来。无论是
机关干部还是维吾尔族群众，他都能和
大家打成一片。”在新疆投资建厂的赵
钢眼里，席世明饱含着对援疆工作的
热情。

在村民胡加比里·托合提看来，席
世明是帮他脱贫的好兄弟。如今，于田
县喀拉克尔乡已经建起了澳湖多胎肉
羊扩繁养殖合作社，胡加比里·托合提
是合作社的户长。“我以前也卖羊，一只
仅能挣二三十元钱。自从席世明推荐
给我新品种的羊后，我的收入增加了好
几 倍 。 现 在 我 的 年 收 入 已 经 达 到
11000多元，早就脱贫了。”胡加比里·
托合提感激地说。

在天津援疆干部，挂职于田县委常
委、副县长陶哲的眼中，席世明服务企
业从来不遗余力。天津援建的合作社
分布在3个乡，与席世明住地距离少则
15公里，多则40公里。每次无论哪个
合作社运货，他都在场。几十吨的货
物，他和工人们一起装车，从早到晚一
路陪同。

久久为功、以诚换诚、以心换心是
席世明的信条，他用生命践行了一名共
产党员的使命。援疆两年里，席世明的
足迹遍布于田县的乡镇、村庄，促成了
13 家企业到于田投资建厂，引进资金
超3亿元，带动近8000人就业。

助万千家庭脱贫

一月的于田县，寒意十足，却挡不
住人们前去看望、悼念席世明的脚步。
有企业家、有干部群众，但更多的是他
曾经帮助过的维吾尔族同胞。

打开席世明的手机，一张怀抱婴儿
的背景图映入眼帘。“小石榴”，是一名
不满两岁的维吾尔族小姑娘。2017
年，天津援疆医生芦玉香认识了严重贫
血却无钱医治的孕妇马依木尼汗。席

世明听说了马依木尼汗的情况后，马上
号召天津援疆工作组成员实施捐助，孩
子出生后席世明给孩子取了“小石榴”
的乳名。

“这是‘小石榴’一岁生日当天拍的
照片，席世明一直珍藏在手机里。”芦玉
香告诉记者，席世明说给孩子取名“小
石榴”，一方面希望孩子健康成长，另一
方面也希望大家不分民族，像石榴子一
样团结在一起，都来关心、照顾孩子。

在席世明心中，有一颗大爱之
心。图尼萨汗·巴拉提是席世明在于
田县结下的帮扶对子。“两年前，结对
子名单刚宣布，席世明马上跑到我家
来介绍自己。后来我老伴儿做手术他
还送来电动车，说方便照顾住院的老
伴，太贴心了。”图尼萨汗·巴拉提对
记者说。

图尼萨汗·巴拉提的女儿、女婿、儿
子也信任席世明。“他鼓励我女儿、女婿
出去打工，现在两口子 1 个月能挣
7000 多元；小儿子在阿克苏每月也能
挣几千元。他让孩子们走出大山，改变
了我们一家人的命运。”记者在图尼萨
汗·巴拉提家看到，小院里已经盖起了
新房，家里还养着驴和成群的鸽子，日
子越过越红火。

从小失去双亲的斯皮热木汗·苏莱
曼，曾与席世明一起走出大山观世界。
2018 年国庆节期间，席世明带着斯皮
热木汗·苏莱曼和部分村民一起来天津
参加“津和民族团结周”活动。“他把一
切都安排好了，一直陪我们游览，还给
孩子们买书包、文具，对我们照顾得无
微不至。”

“席世明以火一样的援疆热情，用
生命践行了我们全体援疆人的庄重承
诺。”天津援疆总指挥李文运说。

日前，天津市委决定，追授席世
明“天津市优秀共产党员”和“天津
市模范公务员”称号，并号召天津全
市党员干部向他学习。席世明的大爱
情怀正激励着天津、新疆两地干部群
众携手共进，努力完成脱贫攻坚的历
史任务。

青 春“ 铸 ”大 爱
——追记天津市第九批援疆干部席世明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武自然 商 瑞

“工作28年里，我每天都重复着做
一件事，在东四片区第 11 道段投递报
纸、信件。”回忆28年的工作经历，中国
邮政集团北京东四邮政支局投递员朱
楠不加思索地说。

28年风雨无阻，28年始终如一，朱
楠和这条道段里的每一户人家都结为
了朋友、亲人关系，居民们亲切地喊他

“小朱子”。
“王大爷每天午觉后就会坐在院

门口和邻居们聊天”“黄大哥这点应该
去接孙子了”“赵大妈家的信箱有点坏
了，打开时要小心”“刘阿姨全家出去
玩了，这几天她家的报纸我得先带回
去”……

投递道段内每一家的情况、习惯和
需求，朱楠都熟记于心，仿佛这些都是
理所当然。

4月18日下午2点，朱楠和往日一
样，中午简单休息后，跨上绿色电动车，

开始了新一轮投递工作。他告诉记者，
每天下午投递的是北京晚报，共70份，
有时还有一些小包裹，2个多小时就可
以完成。上午主要投递各类党报、挂号
信等，也需要 2 个多小时。“如果赶上

‘双 11’等购物高峰，投递任务就比较
重，一天要送十趟八趟。”

朱楠骑着电动车，沿着东四北大街
一路向北，大概一站地的路程，就到了
东四五条，之后他右转进了小胡同。

来到月牙胡同五条 90 号，朱楠进
门喊了一声“来报了”。没见有回应，他
便打开报箱，发现上午送的报纸还在，
于是他拿出来和下午的报纸一起码放
整齐后，再次塞入报箱。

“我在这胡同里住了 50 多年。九
十年代初，小朱子刚开始来送信，那会
儿他可年轻了，自行车骑得倍儿快。如
今快30年过去了，他也是快50岁的人
了，你瞅瞅，头发都白了。”

“可不是，小朱子人老实，话虽然不
多，但总带着微笑。这么多年了，每天
好几趟，我们要是哪天看不见他，还怪
不习惯的。”

……
在流水东巷，几户居民正在门口聊

天，看到记者随着朱楠来送报纸了，他
们七嘴八舌地争着和记者说。其实，在
这 28 年里，朱楠也曾离开过一次。据
他回忆，1992年，他因工作需要被换至
其他道段工作。可没想到，这个看似平
常的工作调动，却遭到了全道段居民的

“集体抵制”。
很多居民跑到东四邮局找当时的领

导，强烈要求把朱楠调回去。这让朱楠
感动不已，“我其实没做什么特别的事
情，就是踏踏实实地把工作做好，在第
一时间把报纸、信件安全地送到用户手
里”。

1993年，东四邮局本着“不对用户

说不”的工作理念，把朱楠又调回了11
道段，之后朱楠再没离开过。

记者问朱楠：“这么多年每天走一
条路，烦吗？想去其他道段或者做其他
工作吗？”

“不换啦，在这儿干到退休！”朱楠
摸着头，呵呵地笑道，“尽管有时候辛
苦，但是每次看到大伙儿亲切的笑容，
我就觉得再苦再累也值得。”朱楠说，寒
冬，居民们会请他来家喝杯热水，暖和
暖和；酷夏，大家同样会拉着他进屋凉
快凉快，避避暑。“我虽不善言辞，但是
这种真挚的感情，让我打心眼里感动，
只想更好地为大家服务。”

“在我们东四邮局，像朱师傅这样
的老员工还有很多，他们将用户当亲
人，用真情服务每一位居民。正是有了
他们，东四邮局‘用户是亲人’的精神才
能够一直传承下去。”东四邮局副局长
付金生说。

胡同里的“绿衣天使”
本报记者 常 理

“我是部队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
搬”。这是山西古交市消防中队中队
长、一级指挥员武鹏飞最常说的一句
话。作为一名消防人，在群众遇到危、
急、难的时候，总能看到他的身影。

2017年5月21日是武鹏飞31岁生
日。然而当天一辆装有 30.6 吨精苯的
大罐车，在太原南环高速罗城口附近侧
翻，急需救援。武鹏飞带队到达现场后
发现，侧翻在地的罐车阀门处出现破
损，已经有大量的苯向外泄漏，随时都
有爆燃可能。武鹏飞迅速带领3名队员
从上午9点开始，经历了堵漏、稀释，
再将罐车扶正、倒罐等一系列行动后，
直到下午3点，才安全、顺利地完成了
抢险任务。救援结束后，武鹏飞拿出手
机发现母亲打来十几个电话，他这才记
起今天是自己的生日，母亲在家里做好
长寿面正等着他回家。“作为一名消防
员，能最大限度地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这个生日我过得值！”武鹏飞说。

入伍 16 年来，各种大小火灾、救
援、抢险任务，武鹏飞参加了2000余
起，救助群众百余人。他带领的中队，
也是关键时刻想得起、紧急时刻冲得
上、危重时刻顶得住、遇到硬仗拿得下
的尖刀队伍。

多年来，武鹏飞一直都在基层中队
岗位履职。他凡事亲力亲为，利用业余
时间研究新形势下的队伍管理方法和战
训理论，取得了优异成绩。在队伍管理上，他将人性化管理与线
条化管理运用得恰到好处，在生活中做队员的家长，在工作中做
队员的兄长，在战斗中做队员的队长。

武鹏飞告诉记者，他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每到一个中
队，他都对队员们严格要求，从平时训练到战时技术，不徇私，
不心软。“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这是他管理队伍的一条准
则。一些不理解的队员对他有怨言，但他不为所动，坚持原则。
可当队员们遇到困难时，又总能看到他铁汉柔情的一面。把中队
建成个大家庭是他的目标。武鹏飞每次调离一个中队的时候，队
员都会流下不舍的泪水。

“水火无情呀。”作为消防员，武鹏飞对此体会深刻。山西国
贸大饭店，曾经的太原最高建筑，42层，162米。为完成供水测
试，作为中队主官的武鹏飞带领一名队员，先后数十次攀爬国贸
大饭店，一层一层试，一层一层记。最终，他们拿出了国贸大饭
店的灭火供水预案和人员疏散预案。

怀着对消防事业的忠诚和热爱，武鹏飞在消防队伍里不断磨
炼自己。“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做新时
代的消防兵。”这是他鞭策自己负重前行，为消防事业贡献青春
和热血的永久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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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林，一座山，一幢房，从青春年华到两鬓白发，安徽滁州市
全椒县瓦山林场深处，有一个常年忍受寂寞、独自守护广袤山林的
人。

他叫韩明道，今年57岁，是瓦山林场的护林员，当地群众亲切
地称他为“绿色山林的守护神”。20年来，他独自一人担起6万亩
森林防火责任区，平均每年监测到100多起各类森林用火，成功避
免了几十次可能发生的森林火灾。“不保护好山林，哪来好生态？”
艰苦环境下，让韩明道坚持下来的，是对这片山林的热爱。

韩明道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自强模范、全国先进
工作者、中国好人等荣誉和称号。

守护山林二十载
沈 果摄影报道

韩明道在林场巡山。1984年，21岁的韩明道加入瓦山林场护
林队，成为一名护林员。在一次扑灭森林火灾的行动中，韩明道失
去左臂。自1999年起，韩明道成为一名瞭望员，独自驻扎在山顶，
一干就是7000多个日夜。 （中经视觉）

2018年6月1日，席世明与托格日尕孜乡托万库木巴格村孩子一起过“六一”。图为与该村小学六年级学生热孜万古
丽·麦图隼合影。 （资料图片）

席世明怀抱一岁时的“小石榴”留
念。 （资料图片）

韩明道在望火楼上瞭望林场。长期的护林工作，让韩明道练
就了一双“火眼金睛”。晴好天气时，他用望远镜能看到15公里以
外的火情，极好天气时可以看到30公里。 （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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