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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社长沙 2 月 17 日电(记者阮周围)
流浪汉老彭最近换了新发型，穿上了新衣服，
收拾得干干净净，为正式上岗做准备。正月十
六，他就要去长沙一家废品店上班，每个月可
以拿 2000 元工资。

老彭找到工作的事情在长沙“地衣之
家”救助服务点内引起了轰动。作为“地衣之
家”的“明星客人”，他经常将救助服务点介
绍给周围的流浪者朋友，让他们一起得到救
助。

“地衣之家”救助服务点位于长沙市坡子
街，于今年 1 月对外开放，救助对象主要是流
浪乞讨、生活无着落人员。到目前为止，已经
陆续接待了约 300 人次。每天下午，服务点内
会定时播放电影、发放公益晚餐、提供热水洗
澡、理发等服务。

“欢迎你们常来，要多带朋友过来！”地衣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发起人朱聪一边收拾理发
设备，一边叮嘱。她说，一个月以来，已经有

10 多位固定的“客人”。
“从街头到‘家庭’，我们将流浪人员聚拢，

增强陪伴，建立信任，在我们彼此的相互支持
下，他们才会产生希望，产生回归家庭、回归
社会的想法。”朱聪表示，流浪人员之间所组
成的群体，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家庭功能的
缺失，实现朋辈支持。

除了提供基本物资和生活服务外，“地衣
之家”的社工正对一部分流浪人员进行按摩
技能、垃圾分类技能的培训，帮助他们掌握一
技之长。记者了解到，目前已有 8 位流浪人员
“报名”参加按摩技能的培训。

朱聪表示，如果他们坚持一个月，就可以
“出师”，并且可在社工的陪伴下实现上岗就
业。他们中一旦出现第二个通过工作改变生
活状态的“老彭”，将起到持续的带头效果，从
而激发起这个群体产生对工作就业、稳定生
活的向往，增强自我实现感。

从接受帮助到回馈社会，流浪汉老沈实

现从街头拾荒到主动劝导、救助他人的“华丽
转身”。记者近日看到，老沈正随着长沙市救
助站的工作人员和“地衣之家”的社工们，在
阴雨绵绵、气温骤降的长沙街头“送温暖”，看
望街头流浪人员。老沈穿着社工服装，细致地
询问街头流浪人员的名字、户籍地，耐心地劝
导他们去救助站内接受帮助，并帮忙送上食
物、水和棉被。

“我主动申请的，也想试试做救助工作。”
老沈轻声说，去年年底，在社工的劝导帮助
下，他找到一份照料老人的工作，拿到工资
后，他在长沙市火车站附近租下房子，有了遮
风挡雨的家。

“他了解流浪群体，对很多人的困难深有
体会。”社工黄棪培表示，老沈主动申请做社
工工作，通过简单的培训后，他每天主动上
街，还要求多排班。同时他在实际工作中会设
身处地为流浪人员着想，工作开展得比较顺
利。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在社工的帮助和
感召下，一批批“老彭”告别流浪生活，获得新
生；一批批“老沈”变成施助者，回馈社会。与
此同时，还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志愿者参与到
街头救助工作之中。朱聪介绍，从 2017 年开
始，已有一批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社会工
作系的学生在街头和服务点内，开展社会工
作实践。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社会工作系副教
授刘战旗表示，社会工作服务的基本价值理
念，是尊重维护弱势群体的人权和社会价值，
看到、相信人的潜能，并给他们以多元化的选
择和机会。

“给流浪人员职业的选择和可能性非常
重要，因为职业能建立人的尊严和基本生活
方式。”刘战旗说，相对于援助而言，社工服务
更提倡给人以支持，建立流浪人员的支持网
络、能力系统的培养以及个人潜能开发，使他
们过上有保障的生活。

这里，让“流浪汉”有了尊严

“脱贫脱单共致富”

新华社长沙 2 月 17 日电(记者席敏、张
玉洁)农历正月十二上午，小雨霏霏，寒意袭
人。苗寨火塘中炉火正旺，湖南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的村民们冒着寒
意，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村内小广场。

“脱贫又脱单”“嫁到十八洞村来吧”……
呼声此起彼伏。不到 9 点，小广场上已是一番
热闹景象。

来自湘西州内甚至外省的上百名男女单
身青年正聚集在这里，参加第三届十八洞村
相亲大会。

人群中，穿着盛装、略施粉黛的 29 岁苗
族姑娘杨云妃格外显眼。当天一大早，她就开
始梳妆打扮。她打算在这天的相亲大会上，为
自己找一个“如意郎君”。

地处武陵山区的十八洞村，曾经沟壑纵
横山岭难越，村民们生活贫困。找对象在这里
成为“老大难”问题，2013 年，40 岁以上的大
龄单身村民还有 30 多个。

2013 年，“精准扶贫”理念首次在十八洞

村提出。近年来，干部群众一起努力，用一条
蜿蜒宽敞的道路，打开了与山外的“通道”，旅
游接待、特色农产品销售、农家乐经营等业态
快速兴起。

路通了，思路活了，收入也增加了。十八
洞村不仅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村民人均
纯收入也从 2013 年的 1668 元增加到去年的
12128 元。

杨云妃曾是村里典型的“穷姑娘”。爷爷
奶奶年迈多病，她和弟弟妹妹要读书，父母仅
靠不到 3 亩耕地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为了减
轻家里负担，中专一毕业，杨云妃就外出打
工。

看到村里的变化，杨云妃在 3 年前毅然
回到家乡。接受扶贫工作队安排的免费培训
后，她成为村里一名导游，去年又加入苗绣合
作社，在家开了苗绣工艺品店。如今，她已成
为十里八乡闻名的“巧姑娘”。

“脱贫了，我要再脱单。”有了稳定的收
入，杨云妃大胆地构想自己的另一半：不论收

入，踏实、人品好、勤劳就可以，今后，两人
一起用勤劳双手致富奔小康。

和杨云妃一样想法的还有 35 岁的邻
镇姑娘杨冬霞。得知十八洞村今年又要举
行相亲会，杨冬霞和妹妹杨冬梅一起报名。

相亲会舞台上，这对穿着漂亮苗服的
“姐妹花”表演了自己创作的苗歌《精准扶
贫好政策》，展示了多才多艺的一面。一脸
笑容的杨冬霞大大方方地说：“这首歌既是
对今后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对精准扶贫
好政策的感激。”

“从 2013 年到现在，全村已经有 30 个
单身青年结婚了。”十八洞村扶贫工作队队
长石登高掰起指头数了数。他大笑着说：
“以前穷，找对象是愁人事。现在收入上去
了，找对象还得相互看对眼才行。”

淅淅沥沥的小雨伴随着十八洞村相亲
会一整天，单身男女青年在雨中谈着笑着，
一朵朵玫瑰花递到了心仪的人手中，空中
的寒气仿佛也被驱散。

▲ 2 月 16 日，杨云妃踏上相亲会舞台展示自己。 新华社记者薛宇舸摄

湘 西 十 八 洞 村
相 亲 会 采 访 记

新华社银川 2 月 17 日电(记者艾福梅、
马丽娟)“右手握住通电螺线管，四指指向电
流方向，那拇指指向的磁场方向是？”“北
极！”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泾源县南庄
村，四五十名学生挤在临时改造的教室里，
一位特殊的“老师”正在为他们上物理课。窗
外山上的积雪还未化，屋内炉子里的碳烧得
火红。

讲课的人叫李云飞，2018 年刚考上长
春理工大学。这个寒假他拉上村里同年考上
大学的五个小伙伴，免费开起了寒假补习
班。

“我们上高中是免费的，考上大学还受到
了社会各界的资助，因此才有机会改变自己
的命运。出去见了世面，想回报家乡做点什
么。”李云飞说。

李云飞等六人分别毕业于宁夏六盘山高
级中学和宁夏育才中学，这是宁夏创办的专

门面向南部山区招生的两所中学，所录
取的学生不仅全部免学费和住宿

费，还享受各种资助政策。
“对我们山区孩子来说，只有考上更好的

高中，才有希望考上大学。”李云飞说。
但这次他们回到家乡后发现，县城的学

生忙着参加各种寒假补习班，农村孩子却只
能在家闲待着。李云飞说，对于年收入只有三
四万元的农村家庭来说，根本无法承受上千
元的补课费，而且由于南庄村离县城有二十
公里路，农村的学生想上补习班也没有机会。
“原本在县城上初中的农村学生就跟不上，这
样下去差距只会越来越大。”他说。

六人中有四人是建档立卡户，原本还有
人打算寒假打工挣点生活费，但看到这样的
现状，他们决定在各家院子里支桌子，给村里
的初中生补补课。

村支书李灵广一听他们的想法，十分感
动：“这几个娃娃有心了，我们村年年没几个
能考上大学，他们在村上开补习班，比给村民
分钱还要落得好处！”

与村委会商量后，李灵广决定把村部的

两间文化活动室腾出来给他们当教室，还为
他们免费提供煤炭、打印机和纸张。“考出去
一个大学生，就能改变一个贫困家庭的面貌，
学习成绩能提高一分都意义重大。”李灵广
说。

开补习班的消息一传开，报名的人把村
部围得水泄不通，甚至还有来自几公里外的
邻村学生报名。

村民兰彦广专门跑到县上买了两盒粉笔
送到李云飞他们手中。“我们老农民不会给娃
辅导，只能干着急，他们开补习班，我们家长
都高兴得很，希望我娃好好跟着学，无论咋样
考个大学。”他说。

这个补习班并不轻松，一周只休息一
天，早上 7 点半开始早读，晚上 9 点才下晚
自习，六个老师轮流补习英语、数学、物理和
化学。

制定课程表的马亚丽说：“落后就要努力
去追，时间太紧张了，我们想尽可能多教他
们，这样他们回到学校就能顺利一些。”为此，

他们六人每天都熬夜备课到凌晨一两点。
但令马亚丽欣慰的是，学生的出勤率

很高。来自邻村的初二学生兰艳艳每天背
着馍馍来上课，中午把馍放炉子上烤一烤，
吃了继续自习，开班后她一节课都没落下。
“我在学校不敢举手提问，而这几位老师下
课经常一对一教我，我收获大得很。”兰艳
艳说。

对于村里的孩子而言，他们不仅是哥哥
姐姐，更是榜样。有学生说：“考上大学我也回
来补课，把温暖传递下去。”

李云飞六人还借鉴在大学的社团经验，
设置了学科部、组织部、纪律部等部门，编订
了教案和试卷。“等我们这一届走了，其他考
出去的大学生还能源源不断地加入进来，直
接按照我们这套模式运营就可以，补习班就
能长期办下去。”李云飞说。

他们六个人的微信群名叫做“圆梦计划
团队”，当记者问道：“圆谁的梦？”他们异口同
声地说：“圆他们的梦，也圆我们的梦。”

开在穷山沟里的寒假补习班
宁夏泾源 6 名大学生免费给山里娃“开小灶”

春节前夕，54 岁的河南
省西峡县军马河镇长探河村
农民费保新原计划到深圳过
年，“儿子在深圳安了家，年
年打电话让我们两口子去过
年，年年都去不了。”费保新
说，让他放不下的是村里春
节要开演的戏班子。

原来，位于伏牛山深处的
长探河村有一个农民业余剧
团，近 70 年来一直坚持在春
节期间为周边村民义务演戏。
“剧团只有 26 个人，费保新是
主力，他走了这戏台子就难搭
起来。”剧团团长宋运玲说。

说起剧团的起源，78 岁
的老演员吕长安说，新中国
刚成立那会儿，山里沟沟岔
岔，交通闭塞，长探河村是周
边村子的中心，也有唱戏的
传统，当地政府组织剧团唱
戏，吸引附近的村民来看戏，
期间方便宣传法律、政策，就
这样剧团正式开了头。

14 岁开始参与剧团的
演出，如今 82 岁的李天经老
人是剧团早期的演员，他现
在仍是剧团的忠实拥护者。
“两年前我还能上台露两手，
现在年纪大了，只能坐在戏
台下面捧场了。”李天经介
绍，农忙时种庄稼，逢年过节
登台演戏，从他学戏开始，演

员和乐手都是自己置办服装道具，没有谱子，
没有剧本，口耳相传，“老唱家唱一句，跟着学
一句，听得多了，就咿咿呀呀唱起来。”长探河
村的“草台班子”就这么传承了近 70 年。

50 岁的刘廷献 15 岁就跟着老唱家学
戏，平时他和妻子在家里种香菇，每年收入 7
万元左右，逢年过节就组织大伙儿登台演出，
“一年唱 40 多场戏，缺了戏，过节没气氛，过
年没年味儿。”刘廷献在改革开放初期，剧团
最红火的时候参与演出，30 余年过去了，他
现在仍是剧团的主力，“现在年轻人走出大山
的多，剧团缺新人，延续上有困难。”

“现在生活好了，家家户户都忙着挣钱，
娱乐方式也多，但只要有演出，大家都能放下
手里的事来戏台。”宋运玲也说不清剧团坚持
演出的原因，“我们从小就看着老一辈的戏长
大，现在凭感情也得把戏唱下去。”除了演传
统曲剧剧目，近年来，剧团还新编了不少戏曲
小品，如《贫困户张来发脱单记》《好媳妇》，
“都是身边的事，能教化人。”宋运玲说。

元宵节即将到来，长探河村农民业余剧团
还要继续筹备节日演出。“只要这些老伙计还在
剧团，这戏台就搭得起，这戏就停不了。”费保新
说。 (记者韩朝阳)据新华社郑州 2 月 16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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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版照片：左图为张文烨在等待发车(2 月 14 日
摄)；右图为马锦钊在发车前确认升弓(2 月 16 日摄)。

新婚后的第一个春运，马锦钊、张文烨夫妻将经历
33 次“向左走，向右走”。

马锦钊是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太原机务段
的火车司机，值乘太原到临汾的普速列车，他的妻子张文
烨是太原客运段太原南前往青岛北的 D1634 次动车的
乘务员。虽然都是在火车上工作，但他俩出发的车站、发
车的方向及值乘的时间都不一样。在 2019 年春运的 40
天时间里，夫妻俩将有 33 天因为值乘而无法相见。

“本来想着结婚后一起过个热闹年，结果他接到通
知，除夕那天增开了临时列车，而我大年初一要值乘，一
句‘新年快乐’是初二早上见面才说的”，谈起一个人度过
除夕夜，张文烨多少有点儿委屈，“不过这是我们的职责
所在，能理解。”

马锦钊和张文烨于 2018 年 9 月结婚。2019 年春运
开始后，两人聚少离多。他俩在冰箱上贴了一张详细的值
班安排表，只要两个人都在家，就一起做饭、玩游戏、做
家务，享受难得的二人时光。新华社记者曹阳摄

33 次“向左走，向右走”

新华社郑州 2 月 17 日电(记者孙清清)在京广、徐
兰高铁线交汇的郑州东站南侧，一座 60 米高的信号铁塔
直插云霄，铁塔半腰一位年轻人正奋力攀爬。他的身下，
一列列高铁列车疾驶而过，令人战栗。

这位 31 岁的年轻人，名叫牛军辉，是中国铁路郑州
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通信段的一名通信检修员。他 10 分
钟就能爬上 60 米高的信号塔，是同事眼中的“蹿天猴”，
更是当地春运安全的守护人。

高铁引发铁路通信划时代变革。普速列车司机主要靠
瞭望铁轨两侧的信号机，控制车距、车速。而高铁列车行驶
基本上靠信号指令控车。信号指令靠信号塔传输，一旦出现
信号中断或外界干扰，可能导致列车降速或停车。

在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分布着 500 多座信号塔，它
们组成了高铁列车控车指令传输的“神经中枢”，不断把
控车指令传输至列车头的车载控制系统，保证列车运行
安全。牛军辉的任务就是负责信号塔的检修。

头戴黄色安全帽，腰间系着安全绳，肩挎军绿色工具
包，牛军辉历经日复一日地检修，练就快速攀爬铁塔的本
领。工具包内一把 25 厘米长的活口扳手，是他检修信号塔
的“手术刀”。

一座 60 米高的信号塔，上面的螺栓有数千个。牛军
辉每次攀爬一般要用扳手对 300 多个螺栓进行紧固。信
号塔上的螺栓基本是双螺母，加上塔高风大，牛军辉紧固
一个螺栓是地面好几倍的工作量。

牛军辉介绍，60 米高的铁塔顶部晃动，有时晃动得
厉害，相当于坐着一艘小船在高空作业，有很高的技术要
求和风险性。

紧固螺栓是牛军辉高空作业的小部分。此外，他还要
对信号塔平台、爬梯、防护网、天线支架等构件进行检查，
而后，对天线进行测试，一系列操作关系到控车信号的覆
盖范围，对高铁运行至关重要。

“春运期间天冷，塔上风大又冷，吹得脸疼。像我们登
高作业不能穿很厚的衣服，在塔上两分钟，全身就冻透
了，只能把作业当运动来保持体温。”牛军辉说。

一年中，牛军辉登高作业 150 多次，众多像他一样在
平凡岗位默默奉献的铁路职工，保障了春运旅客享受高
铁带来的便利。采访中，牛军辉的一句话令记者深受感
动。他说：“人们都说无限风光在险峰，其实我很喜欢站在
铁塔俯瞰大地，俯瞰穿梭的高铁，在那一刻会感觉到自己
的工作是那么有意义”。

高铁旁的“蹿天猴”

拜年不用穿雨靴

据新华社昆明 2 月 17 日电(记者严勇)今年春节，
安徽省太湖县徐桥镇南庄村樟树组的村民们穿上各式新
鞋，高高兴兴地走在村中的水泥路上，给亲朋们拜年。而
在以前，一些村民要穿上雨靴，踏着泥泞的小路走亲访
友。大家伙说，这个年过得干净喜气。

去年开展的“美丽乡村建设”，让这个小村从修条水
泥路开始，旧貌换了新颜。可在此之前，这里却是另外一
番景象。

以前一下雨，村路泥泞不堪，村民外出就得穿雨靴。每
年春节前夕，孩子们就吵着闹着要穿新鞋子。可只要一下
雨，烂泥路上就只能靠雨靴了，每家每户都得备上几双。即
便穿上了新鞋，孩子也只能由父母抱着蹚过水坑，以免弄
脏。何时才能不用穿雨靴过年？这成了村民们的一个盼望。

2018 年，全县“美丽乡村建设”拟建设 22 个自然村，
樟树村在列。不到一年时间，村子里就修建了 9 条水泥
路，烂泥路成了过去。村民小组长严建华说，现在出门就
是水泥路，汽车也可以开进自家院子。

雨靴得以收进柜，各式新鞋秀起来。记者回乡过年发
现，以前村里的泥泞小路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条宽
敞整洁的水泥路。下过一场雨后，路面有些湿，但丝毫不
影响出行。和亲戚朋友聊天，许多人都说今年过年出行不
用穿雨靴了。这个春节，返乡过年的年轻人把新买的潮鞋
换着穿，孩子们也“挣脱”了父母的怀抱，在水泥路上跳着
蹦着，展示脚上五颜六色的新鞋。

水泥路两侧还安装了 12 盏路灯，晚间出行不需要手
电筒了；周围几个村子都通了水泥路，门口也有了到达县
城的公交；一个近 700 平方米的室外体育文化广场建好
使用了，今年还迎来首届乡村春晚……让村民高兴的事
情一件接着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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