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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JIAN GUSHI

我的别样春节我的别样春节我的别样春节

一元复始，万象更
新。

我们即将送走庚子
鼠年，迎来辛丑牛年。

这是整个国度都为
之欢腾的节日，空气里
处处弥漫着幸福的味
道；也是每个个体都参
与其中的仪式，人们脸
上写满了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

在这样一个辞旧迎
新、阖家团圆的美好时
刻，我们怀着最诚挚的
心情，给读者朋友们拜
年，向你道声：过年好！

沐浴新年的阳光，
我们相守相望。

攀登无止境，奋斗
无穷期。让我们拿出激
情和干劲，一起拼搏、
一起奋斗，用汗水谱写
未来与希望。

接下来的这一年，
祝福你，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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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你，

我的朋友
知 言

鱼挑最大的，肉要最新鲜的，
菜选绿色无公害的……这两天，72
岁的脱贫户赵金玺，拿出 1000多
元置办年货，准备过个富裕年：

“以前日子苦，挣的没有花的多，
多少年没存下几个钱。如今日子富
裕了，今年还存下了1万多元！”

就在几年前，赵金玺的生活
还是另外一副模样。

赵金玺的家在海兴县苏基镇
张常丰村。这里曾是出了名的穷
村，全村438户，建档立卡的贫困
户就有125户。那时，赵金玺一家
虽然不在其中，但日子也只是勉
强过得去。

5 年前，赵金玺生了一场大
病，前前后后在医院住了八九个
月，病虽然治好了，日子却也垮
了。

赵金玺一家成了贫困户。
年纪大了，没办法再像从前

那样出去打工挣钱；家里的地又
高度盐碱，种不出多少收成，赵
金玺愁得直嘬牙花：“以后的日子
可咋过呀？”

为了帮助贫困户走出困境，海
兴县采取了一系列帮扶措施——

流转盐碱荒地，建设村级光
伏发电站，提高盐碱荒地利用效

率和贫困户收益；
实施贫困村整村推进扶贫项

目，流转土地，种植“秋雪蜜
桃”，扶持建档立卡贫困户和壮大
贫困村的集体经济；

……
政府“兜底”，赵金玺一家的

生活有了起色。但对他来说，更
好的日子还在后头。

2018年 5月，国家信访局副
调研员张巍婷到张常丰村任驻村
第一书记。她是法学博士，有知
识、有文化，一心想让这里的村
民富起来。

她上门走访，根据赵金玺一
家的实际情况，制定出了一系列
帮扶措施。

如今，赵金玺在村里的桃园
工作，每年能收入 1.5 万元；张
巍婷为他安排了公益岗，打扫村
内卫生，每个月收入 600元；入
股合作社，加上分红，每年收入
800元……再加上光伏发电、养老
保险等收入，一年下来，老两口
能收入两三万元。

“多亏了党的好政策，让俺有
了稳定收入。如今脱了贫，感觉
腰也直了、气也顺了，更好的日
子还在后头！”赵金玺说。

脱贫户赵金玺

给给““毛孩子毛孩子””一个家一个家

华灯初上，崔金华终于忙完
了手头的事情，她关上房门，准
备回家。

60岁的崔金华，是沧州小动
物保护协会的一名志愿者，也是
协会河沿救助站唯一的长期管理
员。和她同在这个救助站的，是
近 40 只有着不同伤残的流浪猫
狗。

昨天，她特意为“毛孩子”
们带来了一些新鲜的鸡肉、鱼
肉，要为它们做一顿丰盛的年夜
饭。

对崔金华来说，春节与往常并
没有什么不同——清晨赶来，夜深
而归，喂饭、打扫卫生、做简单治
疗，帮它们寻找领养家庭……一忙
就是六七个小时。

自 2019年夏天成为救助站管
理员后，崔金华每天都是这样度
过的。

去年春节期间，新冠肺炎疫
情闹得人心惶惶，人们足不出
户、远离潜在风险，而崔金华却
是个例外。正月初二那天，崔金
华担心基地所在的村子会限制外
人出入，从而导致“毛孩子”无
人照料，她收拾好行李，在基地
一住就是10多天。

这些年，总有人质疑她这么

做的意义，但不管外界有多少不
同声音，崔金华始终怀着对生命
的善意，坚持着。就连她的家
人，也加入进来。

“这些‘毛孩子’有一部分是
野生的，但大部分是被人遗弃的
宠物；它们的伤病，有的是在流
浪过程中产生的，有的却是人为
故意造成的。”崔金华说，看着它
们瑟瑟发抖的样子，她没办法袖
手旁观。

很多“毛孩子”初到这里，
都是一副坏脾气——乱叫，独自
躲在角落，甚至咬人。但在崔金
华的呵护下，它们又恢复到了从
前那可爱的模样。

为了帮助这些“毛孩子”找
到领养家庭，崔金华会精心为它
们打扮梳理。“我总是希望能帮
它们找到一个好家庭，看着有人
来领养，我的心情就像女儿出嫁
一样，既高兴又担心，还有一丝
丝不舍，五味杂陈的。”崔金华
说。

因为一份怜爱，崔金华成了
这 个 “ 毛 孩 之 家 ” 的 “ 大 家
长”，全年无休，风雨无阻。她
说：“这些‘毛孩子’尚且从未
放弃过努力，我自然也要更努力
地生活！”

动保志愿者崔金华

且把春福送万家且把春福送万家
腊月二十三，距离大年三十

只剩最后7天。
李恩强、葛俊茹夫妇迎来了

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这一
天，他们的春联摊位又开张了。

在运河区光荣路西体育场路
段，往年一过腊月十三，这里就
会聚集许多摆摊售卖春联、福字
的商贩，李恩强、葛俊茹夫妇就
是其中之一。

李恩强夫妇在这儿摆摊卖春
联已经有 10来年了。每年这个时
候，他们都会精心准备上千种不
同样式的福字、春联，供市民挑
选。

与往年不同，今年，受疫情
影响，李恩强夫妇的摊位晚开了
10多天。

虽然经营时间缩短了不少，
但李恩强还是做足了准备。

为了做好防疫工作，开张的
头一天，他专门到商店买来了电
子体温仪和消毒水，还打印了一
张大大的防疫二维码，挂在摊位
前。“过年啦，给人们添点儿喜气
的同时，也不能忘了防疫！”李恩
强解释道。

李恩强夫妇的老家在南皮农
村，平常，靠在市区打工挣钱，
只在年前这几天，卖卖春联、福

字。
这是个辛苦活。
春联、福字都是纸质的，稍

不注意就容易撕坏。所以，为了
减少损失，在这儿摆摊的商贩，
大都有晚上不撤摊的习惯，只是
用防水布简单遮挡一下。

李恩强也是如此。
他白天忙生意，晚上还得守

夜，就睡在停在摊前的车里，吃
饭也是能凑合就凑合。“这不是什
么贵重物品，没人偷，再说丢一
两张无所谓。我在这守着，主要
是怕着火。大过年的，咱不能为
挣这点儿钱，给别人惹祸、添麻
烦。”李恩强说。

一分耕耘一分回报。这些
年，李恩强的生意始终十分红
火。这个小小的摊位，从最初的
夫妻“二人转”，变成了现在的

“全家福”，光是来帮忙的亲戚朋
友就有三四个。

通常，李恩强要到大年三十
下午才撤摊，别说准备年货了，
就连年夜饭也和平日里吃的没太
大差别。“中国人过年讲究热
闹、喜庆，看着大伙儿喜欢我们
准备的春联、福字，我们高兴，
还挣了钱，累点儿也值！”李恩
强说。

商贩李恩强

他乡过年他乡过年 坚守尽责坚守尽责

消防员张伟峰

今年存了今年存了11万多元万多元

今天是大年三十，明天，我们将迎来辛丑牛年。

春节年年过，心情各不同。大千世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几年来，首次拥有万元存单

的脱贫户；为照看流浪动物而选择留守的志愿者；他乡过年，坚守岗位的消防员；辛苦奔波，给

人们送去新春祝福的商贩……他们的这一年与往年有何不同？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爸，今年过年我又不能回去
了……”

“没事，你就安心工作吧，家
里都挺好，不用惦记！”

张伟峰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
个在他乡度过的春节了，他想要
对父亲说声“对不起”，可话到嘴
边，又咽了回去。

张伟峰是黄骅市消防救援站
专职队长，老家在山西省平原县。

因为工作原因，张伟峰这些
年很少回家过年。训练队员、管
理车辆、处理文件……平日里，
他要负责的工作有很多。对他来
说，他乡过年不但成了一种习
惯，更是一份责任、一份担当。

在救援站，像张伟峰一样，
过年不回家的消防队员还有很
多。这个消防救援站一共有 47名
队员，为了保障人民安全，即便
是在春节，至少也有 20名人员值
班在岗。

春节是中国人心中最重要的
节日，消防工作虽辛苦，但救援
站的队员们依旧不忘营造出节日
氛围——贴福字、大扫除……这
些“消防汉子”也有
属于他们的节日仪式
感。除此之外，队员
们还在寝室柜门贴上
亲友的照片，这是他
们对家人的思念。

“春节最期待的就
是和战友看一遍完整
的春晚。”张伟峰说，
每年春节都是他们最
忙碌的时候，万家团
聚之时，他们紧盯着
的却是接警中心的指

挥屏幕，一台电脑、一部电话，
一上岗就是全天候。近几年，因
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春节期间
的火情相较往年有明显减少，但
出警次数每晚仍在10次以上。

除此之外，安安稳稳地吃一
顿年夜饭，对张伟峰来说也是一
件奢侈的事情。

只要警铃一响，他们就要立
即换上战斗服奔赴一线。春节在
岗的队员们，经常是一班完成救
援任务回队里，另一班又要立即
出发。

“有时，饺子刚端上桌就要出
警，等队员们再回来，早就坨
了，连食堂阿姨都不知道该怎么
办好，只能把饭热了一遍又一
遍。”自从成为消防员，张伟峰就
再也没有了固定的吃饭时间。在
他的记忆里，每年的年夜饭，都
是凌晨两三点市民们进入梦乡，
火情少了以后，才吃上的。

“除了我们，还有很多人在春
节期间坚守岗位、默默奉献。既
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要尽职尽
责。”张伟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