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中信清楚地记得他第一天
开公交时的情形。

那是 2019 年 5 月 24 日，当时
他开的还是 19 路。同事们照顾
他，没有给安排早班，但他还是
不到 6点就到了始发站，提前了一
个多小时。车身、轮胎、玻璃、
车门、机油、灭火器、安全锤、
车内座椅、角落卫生，统统都细
查了一遍。

当握上方向盘的那一刻，他又
兴奋又紧张，手心里都是汗。这
时，陆续有乘客上来。有背着书包
的孩子，有拎着兜子去菜场或是替
儿女照顾孩子的老人，但更多的是
捧着早餐追车赶路的上班族。

每 到 一 站 ， 他 总 会 提 前 减
速，慢慢进站，确保平稳停车。
待乘客上来后，他会看一下后视
镜，察看下车乘客是否已全部下
去。待车门全部关闭后，他还会
再稍稍停留几秒钟，以免有人一
时走神忘了下车，或者有人正在
追 赶 这 辆 车 ——“ 能 让 两 人 上
车，就绝不会丢下一个。多让一
人上车，也许就会少些迟到和批
评。现在工作生活节奏快，每个
人都不容易。”

开了十几天 19 路，张中信被
调到 31路，路线更长，任务更重。

从动物园到高铁站，一共 38
站，首班早 6 点 30 分，末班晚 7
点；单趟 50 分钟左右，赶上堵
车，有时会一个半小时；一天跑 5

圈，行驶中精神高度集中，虽然年
轻，但一个班下来也会腰酸背疼；
而且中途不能上厕所，天气不好的
时候，水是不敢多喝的……

辛苦是辛苦了些，但这十米
车厢就像他的“能量供给站”，只
要一坐到驾驶员的位置，就立马
来了精神。“每天载着这么多人，
为这么多人服务，责任老重了，
容不得半点懈怠。”

一路贴心服务，暖了十米车
厢。张中信感动着乘客，乘客也
在时时感动着他。他说，沧州是
好人之城，这些年，扶老人上车
的、给孕残让座的、帮外地人找
路线的、捡到失物及时归还的
……每每看到这些，他都会按下
车厢音乐播放键。“感谢你，我衷
心谢谢你……”旋律响起，小小
的车厢里，到处洋溢着这“流动
的温暖”。

所以，寒来暑往，日暮黄昏，
一年四季，周而复始，每天他从城
市的一端出发，辗转到城市的另一
端，重复的两点一线， 他却永远都
不觉得乏味。

“公交是窗口，人人是名片，
我常感觉自己也代表着这座城市的
形象。所以会经常告诉自己要多点
耐心、多点爱心、多点热心，把每
件小事都做好。每当得到乘客的表
扬时，我就特别开心，感觉自己很
帅很自豪。”说完，张中信略带羞
涩地笑了。

◆“把每件小事都做好”

“ 我 的 工 作 很 平

凡，但我很喜欢，也总

是努力把每件小事都做

好……”坐在对面的张

中信看上去并不善言

谈，这句话说了两三

遍。你就知道，这是他

内心最真实的感受。

张中信，是我市一

名普通的公交车长，跑

31路。采访他，是缘于

几天前让人感动的一件

小事。

11 月 10 日傍晚 6 点左右，
记者在传媒大厦站等公交。3
天前的一场大雪，使得站台两
侧绿化带里堆满了厚厚的积
雪，而站台前后则是大片的积
水。

不断有车驶过。有的速度
很快，带起的水花四溅。等车
的人不得不左右躲闪。

这时，一辆公交车来了。
离着站台 10多米的时候，速度
就开始放慢下来，然后缓缓驶
进站台。显然，司机已经想到
了这一点。而且车子是紧贴着
站台停下的，门口正对着站
台。乘客一抬脚就能轻松上去。

记者嘴上没说，但在心里
已经给这位司机点了个赞。这
时 ， 身 后 一 位 乘 客 感 慨 道 ：

“这司机真好。”
后门有一家三口要下车，

见车子停下，后门没开，女主
人高声喊道：“开门啊！”声音
里带着几分不耐烦。

司机高声回答：“您稍等一
下，现在那里下不去。”然后待
前门乘客都上来了，才又缓缓
前行几步，把后门打开——仍
正对着站台的位置。

车上许多乘客见此，也不
由 得 齐 口 称 赞 ：“ 这 司 机 真
好。”

司机这么细心地为乘客考
虑，记者也颇为感动。于是记
录下来，发了朋友圈，并说：

“小处见精神，这位司机肯定
是位爱岗敬业、与人为善的好
同志。不信，我们就寻访一
下。”

结 果 许 多 朋 友 点 赞 并 留
言，热切地期待寻访结果。

◆“这司机真好”

◆“他叫张中信”

第 二 天 ， 电 话 打 给 公 交 集
团。很快，信息反馈回来：“找到
了，这位师傅是公交二公司的，
31路车长，名字叫张中信。”

二公司服务经理刘婷婷电话
那头声音爽朗：“张师傅这人特
好。我和他是同事，每天在动物
园公交枢纽站都能见面。他平时
言语不多，特别爱笑，心地善良
热心肠，乐于助人团结同志，还
特别爱岗敬业。任何事情都会用
心去做，乐观地把工作当成一种
享受。我们都愿和他交流工作中
遇到的各种情况。平时大家找人
替班，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他
平时歇班没事时，也经常去单位
保洁车辆，把车辆打扫得干干净
净。他常说：这样，乘客坐着放
心，自己看着也舒心。张师傅平
时还积极参加志愿活动，把公交
的服务延伸到社会。总之，这人
特热心、特靠谱、特有爱，满满

都是正能量……”
长长的一段话，竹筒倒豆子

般一气说完。看得出，这赞扬是
发自内心、不吐不快。

因工作时间不允许带手机，
晚上快 9点时，记者才和张中信取
得了联系。电话那头声音憨厚：

“昨天的事我记得。雨雪天气，路
面湿滑，如果车离站台远了，乘
客就要蹚着水上，也不安全。许
多小站也就一两平方米，上下车
不方便，这都是应该为乘客想到
的，也是我应该做到的……”

张中信说，自己是公交战线
上的一名新兵， 2019 年才入职。
过去跑过出租、开过大货，来公
交公司上班最初是因为这里给交
保险，工作更稳定些。然而两年
多时间跑下来，他却实实在在地
爱上了这十米车厢。

当晚，约好见面采访时间。
也由此知道了他更多的行车故事。

红色家书红色家书
凝忠魂凝忠魂
杨静然 赵华英

53岁的赵红记是河间市时村乡时
村人，他的父亲是位抗战老兵。1989
年，父亲去世后，留下了抗战时期的
家书、部队慰问信、介绍信等 16件
物品。

一张张泛黄的纸页上，毛笔字依
然清晰，述说着那段战火纷飞的岁
月。

“儿参加部队后在十四团，后来
到晋察冀边区教导团受训。1939年
10月，回到冀中九分区十八团五连
当队长，1941 年调一连当指导员，
1942年 5月敌人大扫荡冀中，又到晋
察冀，1943年顽固军捣乱，从晋察
冀开到山西陕西，开荒种地，现在
绥远凉城旧堂村驻，你们来信，交
晋绥边区野战军 120师二旅二十七团
政治处……”

赵红记的父亲叫赵达仁。1937
年，参军离家。1949年退伍。参军期
间，一直杳无音讯，直到抗日战争胜
利，才给家里寄来了信。

赵红记说，小时候就知道父亲打
过仗，但父亲却很少跟他提起抗战时
期的事。

因此，赵红记一直不知道父亲抗
战时期的具体情况。

直到 40年后，1989年，父亲去
世，赵红记整理父亲的遗物时，才看
到了这些家书以及父亲在抗战时期的
照片、工作介绍信、部队寄给家人的
慰问信等物品。

6封红色家书，饱含着赵达仁对
家人的思念以及他坚定的革命信念。

“我和父亲年龄相差很多，小时
候看到他严厉的目光，就躲着走，
从不愿和他沟通。后来长大了，再
想了解他的故事，老人却已经去世
了。只知道他年轻时打过仗，是连
长，1948年攻打山西太原牛驼寨时
负伤。还听人们说负伤后回家时，
是骑着马、护兵护送回来的。”赵红
记说。

他回忆，小时候，每年扫房时，
总会看到家里有个大箱子，箱子里有
个木匣，匣子里有好多发了黄的信
件。打开看看，也看不懂，但感觉有
用，就收拾好放回木匣。就这样，每
年到扫房时，他都打开看看。

随着年龄的增长，赵红记对抗战
时期的情况了解得越来越深，身为时
村小学校长的他，也更加明白这些抗
战物品的意义。

“从几封书信中，了解到父亲抗
战时的经历，他们真是抛头颅、洒
热血，才换来如今的美好生活。”他
说。

2018年 9月 4日，他把珍藏了半
个多世纪的父亲的家书、介绍信、
部队慰问信、退伍证、照片等物
品，无偿捐赠给了山西省太原解放
纪念馆。

赵红记说，那是父亲生前战斗
过、工作过的地方，希望能让更多人
铭记那段历史。

1949年，赵达仁因伤退伍，回到
家乡后，一心扑在了新中国的建设
上，他当过时村砖厂厂长，还曾当选
河间县人大代表。但老人很少提及自
己的赫赫战功。

直到赵红记发现这些书信和证
件，才了解了父亲光荣而伟大的一
生。

“一次战斗中，日军的炮楼打不
下来，我军已经伤亡惨重。父亲跟营
长请战，把浸满水的被子披在身上，
抱起炸药包直冲炮楼。千钧一发时，
他将炸药包点燃后扔向敌人。随着一
声巨响，敌人的炮楼被炸掉了。他打
仗 12年，多次负伤，头部和腿部还
有弹片没有取出，能活下来简直是个
传奇。”赵红记说。

“父亲如果还活着，也是一位百
岁抗战老兵了……”赵红记认真看着
晋中战役结束后父亲和战友们的合
影，回忆着父亲的过往。

“咱们是个穷人家，连吃
的都不够，你们要知道，只
有依靠共产党八路军，才能
有办法。因为只有共产党才
是替老百姓谋利的、替穷人
寻天下的……”

雪后雪后。。公交站公交站
台台。。一个温暖的举一个温暖的举
动感动众人动感动众人。。经过经过
寻访寻访，，牵出一个好牵出一个好
车长的故事车长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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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信张中信张中信：：：
“““把每件小事都做好把每件小事都做好把每件小事都做好”””

本报讯（杨静然） 近日，教育
部联合中国科教文卫体工会开展了
全国首批教育世家学习宣传活动，
共评选 100个教育世家。经过层层
推荐，河北省共 4个家庭入选，其
中，由市教育局推荐的沧州市第十
五中学的刘俐燕一家，榜上有名。

刘俐燕的外祖父孟祥生是海兴
县小山人，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抗日战争时期从事党的地下工
作，其公开身份是教师。新中国成
立后，他放弃了其他优越的工作环
境和良好的工作待遇，留在教育战
线，先后在无棣常店、庞集、小山

完小当校长，后又到无棣二中、四
中、十六中、五中担任领导职务直
至离休。刘俐燕的母亲孟令兰，毕业
于河北师范大学数学系，中学高级数
学教师。自 1968年参加工作以来，
一直工作在教学第一线。执教 30多
年，桃李满天下。刘俐燕的大姐刘莉
华和二姐刘莉茹都毕业于沧州师范学
院英语系，分别在沧州市第十六中学
和沧州市第八中学任英语老师。

刘俐燕于 1997年毕业于天津大
港石油学院师范科音乐专业，后进
修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音乐教育专
业。先后在沧州市大化小学、沧州

市第十五中学任教。
据悉，本次教育世家认定，旨

在表彰忠诚党和人民教育事业、连
续 3 代有家庭成员从事教师工作、
师德表现良好、教学业绩突出的家
庭，是人民群众认可的一项全国荣
誉。推选出的百个教育世家，是全
国教师家庭中的优秀代表，涵盖高
教、职教、基教、幼教、特教等各
级各类教育，他们接力从教、治学
严谨、齐家有方，以实际行动诠释
人民教师献身教育事业的追求与担
当，在讲台和家庭树立为学、为
事、为人的典范。

全国首批教育世家名单公布全国首批教育世家名单公布

我市刘俐燕家庭入选我市刘俐燕家庭入选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党
是神圣的。

1979 年，我上小学，学
会的第一首歌是《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第二首歌是
《社会主义好》。那激昂的旋
律，朗朗上口的歌词，让童年
的我对党有了初步认识——中
国共产党是一心为民的党，是
功勋卓著的党。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们的
幸福生活。

那时看电影，总是出现
令人敬佩的英雄形象——有
高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
冲向敌人枪口的战斗英雄，
有在国民党和日本军队内部
潜伏的共产党员，有为了掩
护战友和群众而牺牲生命的
战士，有被捕后在狱中受尽
酷刑折磨、视死如归的烈
士，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
字——共产党员。

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撑起
一个又一个胜利，创造了一
段又一段历史，铺展开一条
开满鲜花的路，通向我们今
天的幸福生活。

当时，党在我心中是抽
象的，我对党的理解局限在
一个个英雄人物的身上。当
得知我的父亲、叔叔们都是
党员后，我十分自豪——我
有一个党员父亲，我们家有
那么多党员，这是多么光荣
的事情啊！

“爸爸，中国共产党真的
像电影中演的那样吗？”我问
父亲。

父亲告诉我，电影反映
的就是历史真实的场景，共
产党员就是那样英勇顽强。
而且，我们家就有参加过战
争的。我的爷爷曾与汉奸高
鸿基的伪军作战，战斗中差
点丢了性命。我的二爷在一
次与日军的战斗中腹部中
弹，被担架抬着往回赶。天
上下着雨，二爷的鲜血洒了
一路，因伤口感染和失血过
多而牺牲。每当说起这些，
父亲的眼里都含着热泪。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和平
生活。”父亲总是这样教导
我。他教育我努力学习，学
好知识报效祖国。

我上三年级时，有一次
书包带子断了。我刚学会缝
东西，就自己用粗大的针脚
把带子缝好。父亲从外面进
来看见了，就问我在干什
么。我说缝书包，当时那个
书包已经很旧了，颜色褪成
了灰绿，而且带子已断了几
次。父亲抚摸着我的头说：

“是啊，缝缝还可以接着用。
俺家峰真是爸爸的好女儿！”
当时我很感动，一个小小的
举动，竟受到父亲表扬。从
那时起，无论是学习、劳动
还是生活，我处处严格要求
自己。党的形象，通过父亲
的教育在我心中变得具体了。

上初中后，学了历史，
对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功绩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那些艰
苦的岁月，彰显了党顽强的
生命力；一个个惨案、一次
次战斗，记录了党所遭受的
磨难和功绩。而新中国成立
以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
成就，证明了党的理论的正
确性，证明了“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的真理。一
代代共产党人的事迹，构成
了党为人民服务的无私本
色。随着我阅读的延伸，对
党的认识也逐步加深。

1990 年，我从师范学校
毕业，分配到青县实验小学
工作，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
教师。怀着对党的热爱，对
教育事业、对学生诚挚的热
爱，兢兢业业地工作，努力
完成各项教育教学任务，所
带班级成为全县的优秀班集
体。

在教学中，我把党的奋
斗史融入其中，讲中国共产
党的诞生，讲党的宗旨和奋
斗目标，讲抗日战争和解放
战争，讲新中国建设的伟大
成就。我告诉学生：学习是
自己的事，但绝不是为了自
己，而是为中国的崛起，为
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

国家，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
的生活。学生们听得很认
真，眼睛里闪烁着坚定的光
芒。

1996 年，我任学校少先
队大队辅导员。每周一的国
旗下讲话，我都精心撰写，
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每年组织歌咏比赛，《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
必选歌曲。不为其他，只为
让学生明白党的神圣、伟大
与光荣。

作为一名普通教师，我
仰望着党，充满了羡慕与向
往，我希望能通过努力，向
党组织靠近。

一天，老校长王锡伯问
我：“你怎么不写入党申请
书？”我说：“我觉得自己不
够优秀，离党员的标准还差
得太远。”老校长语重心长地
说：“那更要努力，年轻人应
该要求进步，你向党组织提
出申请，这样才能更快地成
长。”老校长的话给了我更大
的动力。于是，我写了入党
申请书，交给了党支部。

从那天起，我工作更加
认真，时时以一名党员的标
准严格要求自己。那时，孩
子尚不满周岁，我一心扑在
工作上，经常顾不上回家给
孩子喂奶，婆婆只好用鸡蛋
给孩子充饥。1997年恰逢学
校建逸夫教学楼，为了保证
学生的安全，我每天中午把
孩子哄着后就匆匆赶往学
校，在楼里巡视。每到大型
活动，需要精心准备，经常
很晚才回家，早晨 4 点钟就
起床。现在回想起来，那时
候干工作真疯狂，却从来没
想过索取什么回报，只是为
了尽到自己的责任。

其间，校领导经常和我
谈心，询问我的思想状况，
党支部也经常把我们几个入
党积极分子叫到一起开会、
培训。我的政治意识提升
了，更加关心国家大事，肩
上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更强了。

经过一年多的培养和考
察，1998 年 6 月，我成为一
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当填写
入党志愿书的时候，我的心
情无比激动。从小，我一直
仰望党员，却未曾想过，年
轻的我，会成为这支光荣队
伍中的一员，那种自豪感无
以言表。一年后，我顺利转
正，成为一名正式党员。当
站在党旗下，举起右手庄严
宣誓的时候，我眼含热泪
——我终于成为和父辈们一
样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暗
下决心：一定不辱没党员的
称号，做一名优秀的共产党
员。

如今，20 多个春秋过去
了，我一路奋进，无论在哪
个岗位上，都提醒自己尽职
尽责地工作，尽到一个党员
的责任。到了青县县委党校
以后，政治宣传成为我的中
心工作，我愈加勤奋地学
习，每备一节课，都要查阅
大量资料，让讲课有理有
据，论证充分，内容翔实，
避免空洞枯燥。

我带着对党深沉的爱和
深刻的理解去讲课，带着身
为一名党员的光荣和使命去
讲课。对于我来说，讲好每
一节课，不仅仅是完成本职
工作的责任，更是对伟大党
的追随，是个人自身党性修
养的提升，是在党的教育下
的不断成长。

是的，我一直在成长。
我由当初站在党的队伍外，
怀着无比羡慕的目光仰望的
孩童，慢慢成长为可以企及
党的高度的青年，又迅速成
长为一名可以加入党的队
伍、跟上党的步伐的党员，
直至今天成长为在党员队伍
中大踏步前进的宣传者。这
是党培养的结果，也是我入
党历程的真实写照。

如今，伟大的中国共产
党已走过百年光辉历程，一
次次风险挑战面前的胜利，
一次次党史学习教育，让全
体人民更加热爱这个伟大的
党。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
感到无上的光荣！

追随与成长追随与成长
———我的入党故事—我的入党故事

王秀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