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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炽热情怀抒写人生
——追记重庆酉阳县苍岭镇大河口村驻村第一书记冉景清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冉瑞成 通讯员 吴燕利

誓把夕阳当朝阳
——记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赵柱国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刘建凤

隆冬时节，河北张家口市最低气温一般
都在零下10摄氏度以下。凌晨5点，位于市
区东部制高点的鱼儿山山路上，已经响起山
友们熟悉的扫帚声。模糊的灯光下，一位老
人手持扫帚，专心清扫的身影隐约可见。他
就是义务清扫山路21年，今年已经83岁高
龄的赵柱国老人。

“赵老师好，您这么早就来了！”
“我每天上山都见到赵老师，20多年为

山友们扫山路，严寒酷暑，风雨无阻，给我们
做出了榜样。”

“多年坚持义务清扫，这种精神值得大家
学习、发扬。”

上山的山友们纷纷跟赵柱国老人打招
呼，有的还主动向我们介绍他的事迹，就在你
一言我一语中，一个初心不悔、淡泊名利、持
之以恒、甘于奉献的老共产党员形象逐渐清
晰、高大起来。

1996年从张家口市桥东区委老干部局
退休后，闲不住的赵柱国开始关注小区的环
境卫生，从楼道到大院、到社区，自愿当起了
义务环卫工，挥舞着手中的扫把，开始了人生
新起点。

“1998年，为了锻炼身体，我开始爬山。
上山时看到山路脏乱，地面上到处是石头，经
常有人被绊倒摔跤。有的老人需要儿孙搀着
才能上山。看到这种情况，当时我就有了整
治鱼儿山环境的想法。”赵柱国说，最早他是
用手捧土把路上坑洼的地方垫一垫，遇到石
头也是用手捡起来。可是需要整治的地方太
多了，他索性买来铁锹和扫帚，带上垃圾袋，
每天来清扫。

无论刮风下雨，无论严寒酷暑，在海拔
1243.5米的鱼儿山上，赵柱国老人一扫就是
21年，清扫垃圾、平整路面、排除危石、清理
塌方、维护台阶、护林护路、用石块给树坑围

圈、雨后清除泥石、雪后扫雪除冰……他给自
己规定，清扫要做到主通道天天扫，必经之路
经常扫，一年四季不停扫，节日放假照样扫，
通向山顶的路一季一扫。21年间，他磨坏的
铁锹10余把，磨秃的扫帚上百把，磨破的手
套不计其数。

在日复一日坚持不懈的努力下，鱼儿山
山路逐渐干净平坦。山路好走了，登山的人
越来越多，赵柱国也成了鱼儿山上的“明星”，
几乎所有的山友都认识他，赵老师、赵大爷、
赵爷爷，不同的人对他有不同的称呼，而对他
的评价，大家却异口同声：赵老不图名不图
利，21年义务清扫山路，用行动坚守初心，是
我们学习的榜样。

“你是花，我是果，没有你的凋谢哪有我；
你是炭，我是火，没有你的燃烧哪有我……”
在张家口市崇礼区第二中学的课堂上，赵柱
国正带领孩子们朗读诗歌，这是一堂爱国主
义主题教育课。

“赵老是我们学校的校外辅导员，他经常
来学校开展红色教育，引导学生们继承老一
辈革命先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崇礼区第二中
学副校长啜晓明介绍说。

“退休以后，我把全部精力用在教育后代
的身上。之前都是我跟老伴儿配合，对孩子
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老伴去世了，我一定要
把她这个班接好。”赵柱国说。

赵柱国把爱倾注在了对青少年的教育和
培养上。他按照“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
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的要求，
奔波于各个小学，言传身教，把创建英雄中队
作为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的有效渠
道和平台。

从2009年起，赵柱国参与创建了20多
支以英雄命名的少先队标杆中队，他先后被
张家口市24所大、中、小学的30多个英雄团
队聘为校外辅导员，对52所学校的青少年进

行了200多场爱国主义教育。2018年“学雷
锋日”，他作了3场以弘扬雷锋精神为主题的
报告；2018年清明节，他用5天时间作了8场
以“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为主题的
报告；2019年，他在鱼儿山上向卫华小学赵
世炎中队学生宣讲劳动光荣，和学生们一起
体验扫雪劳动之美，在北新村小学举办的“走
进新时代、改革开新篇”主题活动中，为1500
名师生宣讲新时代红色故事……

赵柱国说：“红色教育必须要加强。我只
要有一口气，就会给孩子们讲革命的故事，让
他们能够接革命的班。”

为了让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更生动、
直观，赵柱国自制活动道具、图板，有时还跟
几位担任校外辅导工作的老同志一起连夜研
究活动事宜。他自费购买《永远跟党走》
1000册、《可爱的张家口》精装版100套，在
活动现场捐赠，宝丰街小学少先队“李大钊中
队”、姚家房中学“陈毅中队”、宣化区鼓楼小
学三支“雷锋中队”等多支英雄中队都收到过
他的捐赠。他还自费为16名少先队大队辅
导员、5个英雄中队、3名有关人员订了全年
的《下一代》杂志24份，为35所学校订了《祖
国》等优秀德育期刊。

多年来，赵柱国开展青少年教育活动以
及捐助失学儿童、孤寡老人、大病患者的善款
和物品捐资累计达10万余元。他也先后获
得“全国最美家庭”“全国五好家庭”“河北省
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河北省级文明市民”

“河北年度最美劳模志愿服务个人”“河北好
人榜”“张家口市级道德模范”等多项荣誉。

“夕阳红啊夕阳红，人生短暂催光阴。誓
把夕阳当朝阳，只争朝夕为人民。”2019年
12月16日，赵柱国在获得“全国离退休个人
荣誉称号”的当天，写下这首打油诗表达他的
人生追求。已是耄耋之年的赵柱国，依然在
当好人民勤务员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今年是我们‘姊妹’俩跑春运的第19个年头。”中国铁
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南昌客运段G488次列车长熊佳快
人快语。

2012年4月，南昌客运段成立了以徐艳、熊佳两人名
字命名的“艳佳”班组，从此她俩被同事称为列车长“姊妹
花”。

“G488次重联一组车长！重联二组旅客上下完毕。”
“G488次重联一组车长明白！”G488次由南昌西站开往北
京西站，熊佳和徐艳虽然在同一列高铁上值乘，却因为是重
联方式的16节编组列车，前后各8节车厢通过车钩相连，
并不互通，所以她俩只能用对讲机来沟通工作。

“我们两人同年参加工作、同年当车长、同年生小孩，只
要一个眼神就知道彼此想什么。”熊佳说，“我们俩在一起的
时间，比见老公还要多。”

从事客运服务19年，熊佳、徐艳见到过各种旅客，处理
过太多问题。比如，在列车上给小孩补票就是个难题，有的
旅客家长抱着侥幸心理，不情愿给超高的孩子补票。偶尔
也会碰到“胡搅蛮缠”的旅客，说小孩不是自己的，有的甚至
会破口大骂。天天跑客运，碰上这种事是“家常便饭”。每
次面对莫名其妙的指责，熊佳、徐艳心里都很委屈，姊妹俩
总是彼此安慰，一起化解矛盾。

她俩说，每次看到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我们就会想
起妈妈和女儿，不由自主地上前扶一手、帮一把。为了服务
好重点旅客，“艳佳”会在这些旅客的座位前贴上“微笑”标
志，方便乘务人员为他们提供帮助。班组里还备有小药箱、
针线包、绒布毯、哺乳爱心帷幔等物品，以备旅客不时之需。

熊佳、徐艳工作上是好搭档，生活上是好姊妹。互相支
持，彼此分忧。

“熊佳母亲每次住院，徐艳都会来帮着照顾，帮着熊
佳接送小孩。”熊佳母亲早年因意外造成腰脊椎粉碎性骨
折而致终生残疾。熊佳休班时间，基本都在照顾女儿和轮
椅上的妈妈。每当分身乏术时，徐艳总是赶来帮忙。熊佳
说：“我母亲早就把徐艳当亲闺女，我女儿也把徐艳当成
干妈！”

徐艳家里有事时，熊佳也甘当“贤内助”为徐艳分忧。
多年来，“艳佳”班组全体乘务人员换了一茬又一茬，唯

一不变的是温馨高质量的服务，践行着“待旅客如亲人”的
服务内涵。“艳佳”班组曾获江西省质量信得过班组、全国

“五一巾帼标兵岗”等荣誉。

“姊妹”春运19载

本报记者 翟天雪 通讯员 丁 波摄影报道

本版编辑 许跃芝

2019年10月15日，周六，冉景清照例
在单位加班。傍晚时，他突然感到病痛难忍，
马上叫来同在加班的徐洲、李元江将自己送
往就近的苍岭镇卫生院。然而，一切为时
已晚。

噩耗传出，八方含悲。41岁的酉阳土家
族苗族自治县信访办干部、酉阳苍岭镇大河
口村驻村第一书记冉景清，就这么离开了爱
他和他深爱着的大河口村乡亲们。

10月16日清晨，苍岭镇卫生院里已挤
满了人。大家从四面八方赶来，为的是送冉
景清最后一程。

“我真不相信他已经走了！”“他对贫困户
从来不分你我，默默奉献，太可惜了！”几乎相
同的话从不同的人口中说出，每个人提起他
都忍不住红了眼眶，流下热泪。

扶贫“好手”凝聚民心

“有女不嫁南溪沟，早晨一碗眼屎饭，黑
了一背刺疙篼。”这首民谣，形象地描写出昔
日贫穷的酉阳苍岭镇大河口村。虽然大河口
村风景秀丽，但对老百姓而言，引导他们脱贫
致富才是最关键的。

“大河口村整村脱贫工作点多面广，任务
重，时间紧，对基层干部素质要求特别高。”苍
岭镇分管大河口村驻村脱贫工作的党委副书
记樊翔说，随着脱贫攻坚的深入推进，大河口
村涉及大量库区移民、易地扶贫搬迁、整村脱
贫等工作。

2018年1月，酉阳对全县驻村工作队进
行调整优化，冉景清积极响应县委县政府精
准扶贫工作的号召，来到了大河口村。

“听说新来的第一书记是坐办公室多年
的机关干部，缺少基层工作经验。”樊翔有
些担心。然而，当见到冉景清后，樊翔立即
打消了顾虑。“热情、随和，没有一点架
子，一看就是做群众工作的好手。”虽然长
年从事文案工作，但冉景清有着5年的信访
维稳工作经历，他对经手的案件、人员了然
于心，对来访群众耐心细致，积累了丰富的
群众工作经验。

冉景清自小生长在农村，大河口村民风
淳朴、环境优美，他来后很快就爱上了这片土
地，和贫困户打成一片，成了人人喜爱的“冉
书记”。冉景清坚持吃在村、住在村、干在
村。当他了解到10多户村民出现季节性缺

水后，立即带头进山找水源，帮助全村新建蓄
水池7个，解决了180户600多人的饮水难
题。村里修“四好农村路”，他自掏腰包买来
西瓜和矿泉水为群众解渴。冉景清把每个贫
困户乃至所有村民当成家人、亲人，坚持每月

“串门式”地对全村75户贫困户和沿线非贫
困户开展全覆盖循环式遍访，解决贫困群众

“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为全村的脱贫攻
坚不懈努力着。

事无巨细帮扶贫困户

驻村工作的点点滴滴，冉景清都记录在工
作日志里，他写道：“通过走访这些贫困户后，
我的沉重心情有所缓解。因为通过前几年的
帮扶，我村贫困户均有较大幅度转变，家庭收
入和生活都有了长足的改变，我心甚慰！”

信访工作繁琐而细致，需要大量时间深
入调研。在摸底走访中，冉景清发现，群众思
想观念落后、发展动力不足是当地脱贫的一
大难题。

贫困户石建成是村里出了名的“倔脾
气”。8年前，因夫妻两人感情不和，他赌
气撇下妻儿离家出走，好端端一个家破败
凋零。

了解情况后，冉景清主动揽下调解石建
成家庭矛盾的重任。他一边找到石建成和他
沟通，以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身份，晓之以理动
之以情地劝说他回家承担责任；一边到石家
走访，事无巨细地关怀一家人的生活，劝说孩
子重新回到校园。

同时，冉景清还为石家争取到8000元的
“两不愁，三保障”回头看问题整改资金，不厌
其烦地驾车往返县城，帮助他家挑选危房改
造材料。

“冉书记对我一家太上心了，实在不好意
思……”受到触动的石建成终于回家了，与家
人重归于好，并承诺要挑起当家的担子。

“与贫困户沟通，关键是要找到正确沟通
的方式方法。和贫困户打交道，扶贫干部要
能换位思考、真情相待，相信扶贫工作会进展
更快！这就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冉景清
常常这样和同事说。

村民石邦昌，因家庭变故，妻子卧病在
床，终日郁郁寡欢。为了给石邦昌一家解决
难题，冉景清亲自采集证据，到县相关部门
递申请、跑程序，为石邦昌家申请低保户，
为石邦昌的妻子申请到残疾证，最终，石邦
昌的抵触情绪被冉景清的真情举动逐渐
融化。

得知冉景清突然离世的消息，石邦昌的妻

子泣不成声，非要去送冉景清一程。由于妻子
偏瘫不便行动，石邦昌决定自己在家照顾妻
子，嘱咐女儿代表全家去送冉书记最后一程。

大家眼中的“第一书记”

“他是特别有主见的一个人，心中有政策
底线，不会随意对工作‘偷工减料’。”同事李
元江说。

在一次对10多户村民饮水问题的处理
上，李元江与冉景清发生分歧。香树堡村民
的饮用水长期以来都是采取分散接取水源，
造成部分群众水管被堵。李元江主张统一寻
找新水源，而冉景清主张先为水管被堵的村
民更换新水管。当天两人争执不下。

第二天，冉景清带人走访香树堡，寻找并
比对了3处水源，综合考虑后决定实施李元
江的方案。随后，冉景清组织群众出工出力，
拉来水管，当晚就完成了香树堡水管的铺设
和投用工作。

但是，香树堡海拔较高的几户人家水压
不够。冉景清与工作组商量，从工作经费中
挤出一部分，为这几户人家专门购置了3台
水泵，彻底解决了香树堡村民的饮用水问题。

热心的冉景清总是用尽全力去帮助每一
位村民。驻村工作队队员徐洲与冉景清共事
3个月后，对他钦佩不已。“除了偶尔开车回

家，他的车就是村里的公车。”徐洲说，每次车
开到村里后，冉景清都会接送村里的病人和
小孩，去镇里送文件开会，顺便帮正在装修房
子的村民运送材料……每次在路上遇见认识
的人，他都会顺路捎人，有时甚至掉头接送。
冉景清以他的真情关爱和倾情帮助，赢得了
大河口群众的一致好评。

对于后辈，冉景清更是倾心提携。“刚参
加工作时，我还没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一
名在冉景清工作日志里提到的“杨飞小兄弟”
回忆，“冉景清从不摆架子，总是像大哥哥一
样关心我。”

冉景清经常与杨飞谈心，鼓励他应在思
想和视野上有所追求，告诉他要学习相关文
件，并让他在每周一的例会上讲见解，谈感
想。正是在冉景清的引领下，杨飞等年轻干
部迅速成长，许多人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成为
入党积极分子。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团结友善互敬互
谅。”这幅挂在冉景清寝室里的字，正是冉景
清工作、生活的真实写照。大河村也正是在
冉景清的勤勉不倦下逐渐摆脱了“贫困村”的
名字，往“文明村”“示范村”过渡发展。

冉景清走了，但他的精神仍旧在激励
着每一位共产党人像他一样生命不息、奋
斗不止，以炽热的家国情怀抒写不平凡的
人生。

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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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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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道
路
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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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资
料
图
片
）

春运期间，旅客携带行李显著增多，为了防止行李意外
滑落，熊佳巡视车厢时会对摆放不当的行李进行调整。

徐艳在巡视车厢时，会提示或帮助旅客盖好杯盖，以
防倾倒烫伤。

熊佳（左）和徐艳在完成列车出乘准备工作后，都会利
用列车上客前的时间差，在连接处简短碰个头，通过客运
手持机终端了解客流情况，并互相提醒出乘注意事项。

冉景清（中）来到村民家中走访。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