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后记

爱心粥屋
暖了多少环卫工人的心

博爱人生爱心志愿服务协会
（以下简称博爱人生）副会长赵永
亮，为记者介绍了爱心服务站的情
况。

服务站共有两个，分别位于黄
河路运河两岸，均由市文明办、市
志愿服务联合会主持建设。河西富
强市场附近的服务站由沧州农商银
行提供，工商银行沧州分行赞助运
行资金；河东市政大厦附近的服务
站由沧州银行提供，沧州市中心医
院赞助运行资金。服务站装修及一
应设施，由市文明办出资，博爱人
生与大运河爱心志愿协会（以下简
称大运河爱心协会） 具体负责运
营，志愿者们每天自愿报名参加服
务。

这就是沧州老百姓口中广受赞
誉的“爱心粥屋”。经过两个多月的
运行，它已成为城市的一道独特风
景线，温暖了多少环卫工人的心。

在河西的服务站，坐在角落里
吃饭的一位环卫工大姐说，自从粥
屋开业，她每天都来，粥屋给大家
解决了大问题。他们每天凌晨4点
多出门工作，根本没时间吃早饭，
很多时候就在路边买点儿吃的，每
顿饭少说也得四五元钱，一个月下
来，是笔不小的开支。有了这个地
方，再也不用在外面马路上就着
土、喝着风吃早饭了，还能省下一
笔钱。她记得，中秋节，志愿者们
特意准备了月饼；重阳节，志愿者
张荣华为他们带来了煮鸡蛋。“真
没想到政府这么想着俺们环卫工，
志愿者们为俺们付出那么多！”

一位大叔抢过了话头：“我老
了，好多牙都掉了，嚼东西费劲。
前些天吃饭，我让志愿者给我夹点
儿酱豆腐。后来有个志愿者大姐问
我，为啥不吃咸菜条？我说了情
况。你们猜怎么着？志愿者第二天
就把咸菜煮熟切碎了，我也能吃点
儿小咸菜了。我这心里头呀，真是
太感动啦！”

旁边的一位老师傅说：“我有
个同事，他的手总是哆嗦，每天打
饭都是志愿者帮着他端盘子端碗。
他不止一次地和我说，你看看这些
志愿者，一点儿也不嫌弃我的手有
毛病，简直比我的孩子还要亲、还
要好！”

迎面墙上挂着两面锦旗，分别
是“行动见证真情，爱心温暖人

间”“奉献爱心，传递温情”。店长
冯金梅说：“这是环卫工人自发集
资赠送的。连同两面锦旗，他们还
交来 48元钱，说这是做锦旗剩下
的钱，是大家的一份心意，就放在
服务站的账户上吧！”

“他们每天比我们起得都早，
天还黑着呢，就来了，为我们做
饭，等我们吃完了，他们再收拾。
好多志愿者都顾不上吃口饭，就匆
匆赶去上班，太不容易了！”一位
大姐说，今后她也要参与到志愿者
的行列中，休班时来服务，与志愿
者们一起成长。“就爱和他们在一
起，呆不够！”

记者发现，服务站虽小，环卫
工们却像商量好了似的，这批走
了，另外一批才来。一问才知道，
他们商量好把时间错开，分班轮流
来吃饭。“这已经很好啦！”大家都
争着说，沧桑的脸上洋溢着纯真的
笑。

爱心服务站
那些为爱早起的人们

采访当天，记者凌晨 5:20 出
发，5:40赶到河西服务站时，3名
志愿者早就到了。三大锅玉米粥、
小米粥、八宝粥正熬着，案板上的
咸菜刚切好、正装盘。问他们几点
到的，店长冯金梅说：“平时都是
刘仁旺第一个到，今天他有事来不
了，我们几个都想着不能晚了，结
果大家不到5点都到了！”

曾经有人写过一篇文章，题目
是 《那一束光》。那束光的开启
者，就是被誉为“粥屋一哥”的刘
仁旺。“他是电业局职工，住在小
王庄，每天凌晨4点多出发，第一
个到粥屋。我们都是 5点以后到。
天黑漆漆的，路上空荡荡的，但只
要看见粥屋的灯亮着，大家心里就
踏实了。”冯金梅说。

采访时刘仁旺不在，但从大家
的描述中，依稀可以看到那个为爱
忙碌的身影：进门打开电源，从冰
箱里拿出馒头，把熬粥的锅准备好
……干活之外，他还是个能工巧
匠，疏通下水道、自己掏钱改装水
管。冯金梅说想办法给他报销，他
急了：“姐，做公益怎么还报销？！”

41 岁的陈兴珂是一名医生，
自己开有诊所，10年前就加入博
爱人生，从事公益活动。每天凌
晨，他5点出发赶往粥屋，忙活到
7点，再回家送孩子上学。早上的
时间这样匆忙，为什么还要来当志

愿者？他说：“我平时工作很忙，
做公益的时间少。早起虽然紧张，
但少睡点儿懒觉，就挤出时间来
了。每天早起做做好事，一天都开
开心心的！”

志愿者李怡侠的情况与陈兴珂
相似，她也要在7时左右离开，去
上早班。“人们说21天养成一个习
惯，两个多月了，每天早起当志愿
者，对我们来说，已经成了习惯。”

6 时左右，志愿者们陆续而
来，在各自岗位上进行着开餐前的
准备工作。6:20，粥屋里饭菜飘
香，志愿者们准备就绪，迎接第一
批顶着寒气进门的环卫工人。

6:45，用餐的人渐渐少了。几
名志愿者决定去河东服务站取馒
头，记者与他们同行。

开车驶过运河桥，行不多远，
就到了目的地。这里面积较大，志
愿者们正在做着餐前的准备。“我
们早晨 5:30开始工作，7点开饭，
环卫工人们马上就到！”店长周淑
云一边忙着手里的活儿，一边介
绍。

徐新，馒头组组长，她带领三
四个人蒸馒头，供应两个服务站。

“每两天蒸一回馒头，每次一袋多
面，576个馒头！”他们的工作量
很大，要从早晨 5:30一直干到 8:
30，15时还要把蒸好的馒头装袋
放好。

为了让环卫工和困难残障人士
吃上一顿热乎乎的早饭，两个服务
站的志愿者每天都在为爱早起、为
爱奔波。

店长日记
与“一姐”的101个鸡蛋

两个服务站各有一位店长、一
位“一姐”。她们年龄不同，经历
各异，但为爱付出的故事，一样让
人感动。

河西服务站的店长冯金梅，是
一位性格开朗、爱好广泛、颇具管
理能力的老大姐。从服务站成立那
天起，她就撰写日记，记录感动。
采访中，她讲得最多的，是别人：
大家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今天你
带个勺子，明天他带个油壶，很多
厨房、家用的小物件，都是志愿者
们带来的。这里有老公益人，也有
新面孔，大家为爱心而来，一个人
作奉献，一群人受感染。董顺义大
哥是伤残军人，本来是享受服务的
人群，他却甘当志愿者，每天早早
赶来帮忙；李大姐拿来几千个一次

性手套；南皮一位好心人每隔几天
就送来豆腐；前一阵下雪，考虑到
环卫工人太辛苦，一位爱心人士冒
雪送来烧饼、鸡蛋和烧鸡；《沧州
日报》摄影记者魏志广，每周都
来，相机一放，就刷盘子洗碗……

其实，她每天的行为，何尝不
在感动着大家？作为一位 56岁的
老大姐、博爱人生的老公益人，她
每天凌晨 5 点出发，5:15 准时到
达，风雪无阻。奉献爱心外，她还
要想方设法让大家快乐奉献、收获
成长。“先照顾好自己和家人、做
好本职，再奉献爱心”的理念，以
及“餐前分享”环节，让粥屋变成
一个爱的大磁场，吸引新的志愿力
量不断加入。

张荣华被人们赞为河西服务站
的“粥屋一姐”。每天凌晨，她都
快快乐乐出发，快快乐乐奉献。

“我曾经经历困厄、失去活下去的
勇气，是博爱人生给了我第二次生
命，我要把有限的生命献给社会，
献给公益事业。”开业以来，她几
乎没有歇过一天，每天都早早赶
来，忙完后厨又到前面帮忙。粥屋
里需要的小物件，她不声不响自己
带来。重阳节，她为环卫工带来自
己煮的 101个鸡蛋。“老人不在身
边，这样做就当孝敬老人了。”她
笑着说，脸上洋溢着爱的光彩。

河东服务站站长周淑云，35
岁，大运河爱心协会志愿者。刚开
始接手时，她曾经犹豫过：“不怵
头早起干活，总担心干不好，辜负
这份重托。”第一道难关是蒸馒
头。“一次要蒸 500多个馒头，我
们都没经验，又不允许失误。”那
时候，她天天泡在馒头房，跟人家

取经，最后终于掌握了窍门。“第
一回看着馒头冒着腾腾热气成功出
锅时，我们都高兴坏了。从那以后
我们更加相信，只要用心，没有干
不好的事情。”

周淑云在私企工作，当志愿者
4年了。令她欣慰的是，家人不仅
支持，11岁的女儿王宇佳还成了
服务站年龄最小的志愿者。采访当
天，学校放假，王宇佳正好来帮
忙。她说：“我把做志愿者的事告
诉了同学、伙伴、接送站的老师，
大家都说好，还来这里当了志愿
者！”

河东服务站的“粥屋一姐”，
大家首推李文芹。这位 62岁的老
大妈，家住道东三角线。11月7日
凌晨，狂风雨雪交加。担心路况不
好，志愿者可能不多，李文芹凌晨
3:30骑电动车就出发了。8:30供餐
结束后，回家时她才发现，积雪厚
达 10厘米，电动车别说骑了，连
推都费劲。平时半个小时的路程，
她用了五个半小时，中间还不慎掉
进了积雪覆盖的沟里和井里。歇了
一天，9日一早，她又准时出现在
服务站里。她说：“有意义的事，
就得坚持干！”

大运河爱心协会会长王成东
说，爱心服务站彰显的是对普通劳
动者的尊重与对困难残障人士的关
心，显示了这座城市的态度与温
度。一份爱心早餐，不仅暖心暖
胃，更是爱心的传递，足以温暖
一座城市。期盼更多的爱心人士
加入到志愿服务的队伍中来，为
环卫工人和困难残障人士更好地
服务，也让志愿服务成为人们的
生活方式。

为爱早为爱早起起
公公益从凌晨益从凌晨55点开始点开始

本报记者 杨金丽 魏志广 摄影报道

写完报道，依然感到意犹未尽。
如果不是这次采访，我不会看到凌晨沧

州的模样；不会知道，当大多数人还沉浸在
梦乡的时候，环卫工人们早已在寒风中，用
劳动迎接黎明；更不会知道，还有那么一群
人，为了让环卫工人吃上热乎乎的早饭，顶
着星辰出发，在奉献中迎接黎明。

不仅文中提到的这些人，其实每个志愿
者身上，都有故事。看似简单平凡的行为，
坚持下来并不容易。他们年龄不同，职业各
异，居住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每天凌晨，他
们都怀着一颗爱心，为爱早起，为爱出发，
齐聚在运河两岸的两个服务站，只为烹制爱
的餐饭。

餐饭很简单，馒头、热粥、酱豆腐、煮
熟切碎的小咸菜，偶尔有热心人士提供的豆
腐和鸡蛋。环卫工们很知足。进门前，他们
会掸掉尘土，洗净双手，取餐盘、拿筷子，
按序排队，接过志愿者递上来的馒头、咸菜
和粥。因为这些小细节，他们的早餐多了几
分仪式感。

两个多月的相处，他们已熟悉这里的一
切。这里看起来更像一个家庭的大餐厅。他
们用过的桌子没有一点污渍，餐盘也洗得干
干净净。顶着寒风而来，带着暖意离开，在
城市的每条街道，他们继续散播文明的力
量。

餐饭简单，志愿服务却不简单。志愿者
们各司其职，又不仅仅局限在固有岗位上，
一旦空闲，就去别的岗位帮忙。在这里从来
都是人找活儿，没有活儿找人。冯金梅每天
一篇日记，同事志广经常到这里跟踪采访。
大家的故事和照片，每天都能及时发到志愿
者微信群中，爱的奉献也在转发、点赞中不
断升华，感染着更多的人。一位志愿者说，每
次志愿服务，总是能体会到不寻常的温暖味
道。清晨的服务站，就像大磁场，吸引着我
们，指引着我们，让我们找到心之所向。

志愿者王连宗是一位诗人。他说，志愿
者们的付出与奉献，何尝不是一种诗意。他
写了一首诗《一场暴雪的立冬》，致敬环卫
工人，也致敬志愿者们：“一场暴雪赶来，
为立冬鼓掌应景。掩盖了多少晦暗，抖落洁
白与晶莹。行路难，行路难，挡不住志愿者
的热心和行程。蒸出馒头的爱意，熬出米粥
的热情。这个清晨，有多少人在平仄中为这
座城市烹制爱的餐饭……” 杨金丽

爱的餐饭爱的餐饭

服务站里服务站里，，环卫工人排队打饭环卫工人排队打饭，，秩序井然秩序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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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4日上午，青县流河镇盖
宿铺村运河畔，当年的摆渡人王金荣
和八路军后代张建华共同揭开覆盖在
石碑上的红布，盖宿铺红色渡口揭碑
仪式，在简单而热烈的气氛中进行。

百岁老党员王金荣，就是当年红
色笸箩渡的摆渡人。得知村民们要在
运河边立碑纪念这个红色渡口，老人
不顾年迈，冒着严寒赶了过来。77
岁的青县县委宣传部原部长张建华也
赶了过来，他是以当年渡河人后代、
八路军子女的身份，参加揭碑活动
的。

眼望石碑以及大运河，王金荣和
张建华都心潮澎湃。王金荣是盖宿铺
村的普通村民，他激动地回忆起
1943 年秘密入党、建立红色渡口、
摆渡冀中八路军干部的情景。那是抗
日战争形势最残酷的 1943年，侵华
日军“大扫荡”，青县共产党组织遭
到重创。冀中区党员刘敬修来到盖宿
铺，秘密发展共产党员，其中就有王
金荣。“当年我22岁，入党后接到的
第一个任务，就是建立秘密渡口。那
时运河上既没有船，也没有桥，日伪
军封锁得又特别严。上级运来一个特

大号的笸箩，最多能载 12 个人过
河。我和其他 3名党员都是摆渡人。
如今，3个同伴都去世了，只有我一
个人还活着。”

石碑由盖宿铺村党支部、村委会
设立。正面，刻的是“盖宿铺红色渡
口”，背面内容为：“抗日战争和解放
战争时期，我村地下党组织秘密成立
了‘大笸箩’红色渡船小分队，在此
渡口摆渡过革命将领和无数革命战士
渡河奔赴抗日、解放战场，为抗战胜
利、解放战争胜利作出了突出贡
献。”为石碑题字的，正是当年渡河
人的后代、八路军干部张杰和李铭的
儿子张建华。

张建华的父亲张杰，当年是青县
五区区委书记；母亲李铭，是五区妇
联主任。他们管辖的 27个村，分布
在运河两岸。因工作需要，经常坐笸
箩过河。握着王金荣老人的手，张建
华想起了父母当年坐笸箩过河时的细
节：“那是1946年的初冬，和现在差
不多的季节。运河上刚结了一层薄
冰。因情况紧急，上级让王金荣和姚
炳镜连夜送我父母过河。姚炳镜在前
面用木锨破冰前进，王金荣跳入河

中，在后面推着笸箩向对岸前行。把
我父母送到河东，他们俩回去后，衣
服上的冰碴发出咔咔的响声，两人笑
着说都成冰人了。”张建华还说，他
出生后不久，一次母亲带他与五区组
织委员王凤亭从河东赶到河西，母亲
带他去了大邵庄村，王凤亭去了盖宿
铺。刚进村不久，就传来一阵枪声，
后来才知道，王凤亭一进盖宿铺，就
遭到了敌人的伏击，壮烈牺牲。“盖
宿铺不仅有红色渡口，还是一片染满
烈士鲜血的红色土地。盖宿铺村党支
部和村委会为红色渡口立碑，办了一
件大好事。碑虽小，对教育子孙后
代、传承红色文化，意义重大。”张
建华激动地说。

78 年过去了，当年的渡河人，
大部分已经作古；当年的摆渡人，也
所剩无几。王金荣与张建华分别作为
摆渡人和渡河人后代，为盖宿铺红色
渡口揭碑，非常难得。张建华表示，
为红色渡口立碑，说明革命前辈的奋
斗精神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
记，大运河不会忘记。他还为王金荣
送上自己的书法作品：“当年摆渡
人，如今百岁翁。”

昔日一只昔日一只笸箩曾摆渡许多八路军过河笸箩曾摆渡许多八路军过河，，如今青县段运河再添文化景观如今青县段运河再添文化景观

盖宿铺红色渡口揭碑盖宿铺红色渡口揭碑盖宿铺红色渡口揭碑
杨金丽 王少华 陈立新 杨海利 刘洪泰 摄影报道

揭牌仪式简单而热烈揭牌仪式简单而热烈

沧州市区运河两岸，有两个志愿沧州爱心服务站，每天早晨为环卫工、困
难残障人士提供爱心早餐。这两个服务站，就是沧州老百姓口中的“爱心粥
屋”。9月18日运行至今，已经两个多月。

11月23日凌晨5:40，记者来到黄河路上的爱心服务站时，这里已经灯火通
明，厨房里穿梭着忙碌的红马甲。

6:20，第一批环卫工走进粥屋。他们洗手、领盘子、排队打饭。小屋一下
子热闹起来。采访，就在他们忙碌的间隙穿插进行。

环卫工人们好像约好了似的，这批人刚刚吃好离开，下一批人又走了进
来。小屋里永远满员，人与人微笑相对。外面，还是沉沉夜色，粥屋里，却处
处跃动着明亮的色彩：志愿者的红马甲与环卫工的橘色工装交相辉映，为这个
城市的清晨拉开美丽的序幕。

志愿者们精心制作爱心早餐志愿者们精心制作爱心早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