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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乡村守护乡村守护乡村“““生命线生命线生命线”””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深埋地下的供水管线如同血管一样长且复杂，刘博要做的，就是确保这条“生命线”正常运转。

刘博是一名农村供水基层工作者，负责保障沧县姚官屯镇、兴济镇的正常生产生活用水。这两个镇近40%的供水

管线铺设在汽车到达不了的地方，他化身供水卫士，顶风冒雨，不舍昼夜——

上个星期，赵桂荣像之前每个
月的月初一样，在 10多个公益微信
群里，逐一发送爱心红包。这些钱
将被用于帮助全国各地有困难的

人。
赵桂荣今年61岁，家住渤海新区

黄骅市港城产业园区，她参与公益活
动已经11年了。

“愿把温暖带给更多人”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本报通讯员 周如凤

雨中接力雨中接力雨中接力

热心市民送八旬老人回家热心市民送八旬老人回家热心市民送八旬老人回家
本报记者 康 宁

结 缘

赵桂荣从小练习武术，也许就是
这个原因，让她有了一颗侠义之心。

她从事过很多职业，服务员、保
安……她说：“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
老百姓，工作普通，日子过得也普
通。”

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赵
桂荣也不例外。任何时候，只要遇到
需要帮助的人，她都会主动搭把手。
只是在赵桂荣眼里，这些都是随手做
的小事，不足挂齿。

赵桂荣说，她真正参与公益活动

是在2013年。
那时，她是一名保安，每个月仅

有 4天假期。尽管假期不多，但只要
不上班，她就和志愿者们一起去做公
益，比上班还忙。

2018年，赵桂荣加入了沧州渤海新
区阳光爱心家园志愿者协会，和大家一
起帮助孤寡老人，资助困难学生，到山
区送温暖，去街头做义工……“个人的
力量渺小，团队的力量很大，让需要帮
助的人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就是我做公
益的初心和动力。”赵桂荣说。

在刘博心里，他负责的工作片区
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在眼前，乡村
阡陌，沃野田畴；一部分在脚下，纵
横交错，川流不息。

28岁的刘博，是沧州市农村供
水有限公司沧县分公司沧县北部片区
片长。他与 11位同事共同承担着保
障沧县姚官屯镇、兴济镇正常生产生
活用水的重任，寒来暑往、顶风冒
雨、不舍昼夜……

乡村“生命线”

上个星期，雨断断续续下了好几
天，这给刘博的工作带来不小的麻
烦。

他每个星期都要巡线，以确保片
区内的供水管线没有漏水点。这些管
线如同血管一样长且复杂，所有管线
都深埋地下，其中近40%的供水管线
铺设在汽车到达不了的地方。即便是
好天气，这些地方也只能徒步前往，
而多日的雨水，让这段路途更加难
行。

周末，天阴沉沉的，空气闷热潮
湿，仿佛能拧出水来。刘博起了个大
早，他想赶在下雨前，尽可能多完成
一些巡线工作。

供水管线从路边一直延伸到田地
里，汽车开不进去，刘博只得步行。
地里泥泞不堪，他深一脚浅一脚，好
几次险些滑倒。

才几天工夫，地里玉米又长高了
一大截，再加上下雨积水，刘博只能
顺着管线走向一直往里走，近距离查
验积水是下雨造成的，还是因管线破
损渗上来的。

对普通人来说，这着实有些难度，
但对刘博来说，却是小菜一碟——水面
完全静止，还是微微颤动；这种颤动
是外力导致的，还是因为有活水的缘
故……这些都是刘博判断管线是否破
损的秘诀。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讲
不出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但就是能
一眼分辨出来。”

其实巡线没有什么窍门，全靠一
遍遍看。“有的漏点，一个月也漏不
了一立方米水，并不影响居民正常用
水，但我们一样得找出来，因为每一
滴水都是国家资源，小隐患不排除，
日后就可能发展成大漏洞。”刘博说。

巡线并非刘博的唯一工作，管线抢
修、水质监测……片区内，所有与供水
相关的工作，都在他的职责范围之内。

也正因如此，在从事这份工作的
3年时间里，刘博几乎很难准点吃上
午饭，至于饭后正儿八经地躺在床上
休息一会儿，就更难得了。“饿时，
要是恰巧赶上附近有个小饭摊，就挺
知足了。”刘博说。

紧跟着，他又补充道：“不过就
算再忙，也得用心对待，因为这不光
是工作，更是一份责任。”

3 年 时 间 ， 1000 多 个 日 夜 ，
26000多个小时，没有周末双休，24
小时待命，顶风冒雨工作……这就是
刘博与同事们的日常。在他看来，深
埋地下的供水管线如同血管一样重
要，而他和同事们要做的，就是确保
这条“生命线”正常运转，保障正常
供水。

熟稔于心

地下供水管线纵横交错，为了方

便工作，刘博和同事们的手机里都安
装了专业地图，里面准确标注了管线
走向。

但刘博深知，要想做好这份工
作，仅仅掌握管线走向远远不够。

3年前，刘博刚参加工作时，负
责的片区要比现在大得多，包括5个
乡镇和1个开发区。为了方便快速抢
修，他和同事花了很大精力，又把片
区内所有管线情况重新摸排了一遍。

刘博的地图软件里设置了 8000
多个点位，每个点位上都详细标注着
管线位置、管径大小、埋藏深度等信
息。

这些点位，全是刘博和同事们实
地走出来的。平日里，即便不查看地
图，他们对这些信息也熟稔于心。

参加工作以来，刘博几乎没有时
间待在办公室，每天不是在一线，就
是在赶往一线的路上。“我们有辆皮
卡车，日常巡线时总开它，有时一天
就能消耗一箱油。”刘博说。

他和同事像宝贝一样照顾着这
辆皮卡车，不管是谁，每天上班下
班都忘不了仔细检查一下——油箱
满不满，胎压足不足，需不需要做

保养……

随叫随到

“管线出现问题时，如果不能及
时修理，就会造成水资源浪费，甚
至还会导致停水，致使居民没水可
用、企业停工停产，很多人的生产
生活都会受到影响。”刘博心里明
白，虽然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基层
工作者，但这份工作意义重大。所
以，只要管线出现问题，不论上班
下班，正午还是午夜，又或是恶劣
天气，刘博都会第一时间赶到现
场，参与抢修。

一年年底的一天，凌晨 3 点左
右，突然响起的手机铃声把刘博从睡
梦中叫醒——水厂监测到瞬时出水量
异常。

刘博一下子就醒盹儿了，“应该
是管线漏水，情况比较严重。”

排查范围被锁定在3个乡镇。
由于涉及范围广，为了快速找到

漏水点，刘博联合其他5个小组的巡
线人员分头出发。“和城区不一样，
田地里没有路灯，什么都看不见。再

加上几天前刚刚下过一场大雪，积雪
还没融化，这些都给排查工作增加了
不小的难度。”刘博回忆道。

好在，大家对管线情况都很了
解，不到1个小时，漏水点就被找到
了。

那次抢修持续了一天一夜，为
了及时通水，刘博和同事轮流吃
饭，累了就在车上休息一会儿。“那
天特别冷，又因为漏水点在田地
里，四下没有遮挡物，北风呼呼
刮，吹到脸上像小刀剌一样，穿着
两层羽绒服都不管用。”虽然辛苦，
但也不乏感动，刘博说，“乡亲们得
知我们在连夜抢修，不约而同地送
来了热水和食物。虽然身上冷，但
心里热乎乎的。”

在乡村沃野间穿行，24小时待
命，365天候勤……为了保障乡亲正
常用水，为了不浪费水资源，刘博觉
得，再多付出都是值得的。

◀多日降雨让村路更
加难行，汽车开不进去，
刘博骑上了电动三轮车。

▲徒步前行、顶风冒
雨、昼夜坚守是刘博的工
作日常。

奔 走

这些年，为做公益，赵桂荣除了
省内还去过很多地方，北京、天津、
山东、河南……她始终认为，做公
益，不是为了锦上添花，而是为了雪
中送炭。

2017年，赵桂荣辞掉工作，把更
多精力放在了公益事业上。“去更困难
的地方，去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带
着这份信念，她到山区走访困难群
众，经常凌晨四五点就出发。

山路崎岖难行，有的仅容一辆车
通过。她坐在车上，一侧车窗紧挨峭
壁，另一侧就是悬崖，她不敢大声说
话，只是往窗外瞅了一眼，眩晕感立
刻就涌了上来。

记得有一次，他们去山区参与救
灾。那条山路，志愿者们之前走过很
多次，通常四五个小时就能到达目的

地。考虑到灾后山路难行，赵桂荣和
志愿者们凌晨 3点就出发，比往常提
前了一两个小时，但实际情况比他们
预想得还要糟。“一开始，我们只准备
了各自的早饭，没想到直到下午才到
目的地。中午时，大家都饿了，但守
着整车的食物，谁都没有动，因为那
是为灾区群众准备的。”赵桂荣说。

一路走来，赵桂荣走得很辛苦，
但也很开心。

有一年，她到山区的一所特教学校
去慰问。“我们带了很多书本，还有米
面油。搬运物资时，一袋大米的包装袋
不知怎么裂开了，大米撒了一地。特教
学校的孩子们看到后，赶紧上前去捡，
一粒一粒地捡。这说明孩子很懂得感
恩，就冲捡米这一个举动，我们所有付
出都值了！”赵桂荣说。

带 动

“我做公益从来不觉累，相反还特
别开心。”如今，赵桂荣把这份快乐也
传递给了更多人。

这些年，在她的带动下，先后有
100 多人加入到志愿者行列，其中，
仅家人就有8位。

赵桂荣的老伴儿吕海峰心地善
良、乐于助人，每次赵桂荣出门做公
益，他不光充当司机，还主动为受助
人表演节目。儿子、儿媳以及两个女
儿也经常出钱又出力。

当然，最让赵桂荣感到自豪的
是她的外孙女和两个外孙，“这仨孩

子从小跟我一起做公益，耳濡目染
中养成了积极向上的三观，懂得关
爱老人、帮助弱者，有一颗善良的
心。”

提到公益，赵桂荣神采飞扬，脸
上满是幸福和喜悦，她说：“做公益，
既是帮助别人，更是帮助自己。因为
做公益，我的心情更舒畅了，家庭氛
围也更加和谐了。”

回想 11年公益路上的点点滴滴，
赵桂荣感慨万千。“只要身体允许，我
会一直做下去，把温暖带给更多人。”
赵桂荣坚定地说。

“帮助别人，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情。”61岁的渤海新区

黄骅市港城产业园区志愿者赵桂荣——

7月 5日 17时许，雨中的沧州街
头，年近八旬的赵俊英迷了路。此
时，两位市民热心相助，一人送伞，
一人送老人回家……这暖心一幕，就
发生在市区清风楼附近。

日前，赵俊英的老伴儿赵华堂，
向记者讲述了事情原委。

当天下午，赵俊英乘公交车回
家，因中途需要换乘，在清风楼附近
下了车。当时雨越下越大，加之上了
年纪，赵俊英一时辨不清方向，踌躇
不前。

这时，两位好心市民上前相助，
一位女士为老人送伞，一位男士把老
人扶上自家汽车，准备送老人回家。
但赵俊英始终没能说清家庭地址，只
记得家里座机电话号码。这位男士一
边安抚赵俊英，一边联系上了她的家

人。
20分钟后，这位男士将赵俊英安

全送到家中。
“小伙子连口水都没喝就走了。”

赵华堂说，素不相识，这些好心人毫
不迟疑上前相助，太让人感动了。

赵华堂通过来电显示找到了这位
男士，可另一位送伞的女士却一直没
有找到。

日前，记者拨通了这位男士的电
话。他叫宫智译。当时，他正开车路
过清风楼，看到雨中的赵俊英就赶忙
下车询问。“这只是举手之劳，当时那
种情况，谁看到都会帮忙的。”宫智译
说。

除了表达感谢外，赵华堂还希望
通过媒体找到送伞的女士，向她说上
一声谢谢。

赵桂荣参与公益活动赵桂荣参与公益活动

本报讯 （记者张智超） 7 月 4
日，本版以 《“我叫李亮，照亮

‘星空’的亮”》为题，讲述了我市
体能训练师李亮无偿为孤独症患儿
进行体能训练的故事。稿件见报
后，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其
中，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项目决定
向李亮颁发“天天正能量特别奖”
证书及5000元奖金。

“天天正能量”是阿里巴巴公益
联合沧州日报及全国 400多家主流
媒体共同打造的知名公益项目，每
天关注、鼓励、传播平凡人的“真

善美”。截至目前，已累计奖励
12000多人，投入公益金超1亿元。

李亮在沧州市区开了一家体能
馆，既当老板，也是训练师，在工
作中带过不少孤独症患儿。他发
现，适当的体能训练不仅能够提升

“星儿”们的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
对改善行为模式、增强社交技能也
有帮助。

今年 3月，李亮加入沧州市孤
独症公益组织星月社。每到星期
三，他不惜推掉客户，也要为“星
儿”们进行体能训练。

他让“星期三”不再是平凡的
一天，让这一天成为爱与希望的代
名词。在他的帮助下，很多之前不
适应陌生开放环境、运动能力偏低
的孤独症患儿，已经可以听从指
令、自由奔跑。

得知获奖消息后，李亮感到很
荣幸，他说：“感谢大家的鼓励和认
可。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而且做得还远远不够。我决定将这
笔奖金捐出来，用在‘星儿’训练
上，比如买训练服。希望有更多人
关注孤独症群体，也欢迎有钢琴、

声乐、游泳、舞台剧等专业特长的
老师加入星月社。”























 

李亮获阿里公益李亮获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特别奖天天正能量特别奖””
他表示将捐出奖金用于孤独症患儿训练他表示将捐出奖金用于孤独症患儿训练

扫码看视频及先前报道
了解李亮更多故事

后续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