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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问我说你问我说

@李庭庆——
记者：除了管线长度长之外，还有

哪些细节可以体现农村供水工作的难度？
李庭庆：就拿日常巡线来说，这不

仅是个辛苦活儿，还是个技术活儿，巡
线员要能判断出地面积水是下雨造成
的还是管线破损导致的。这更是一项细
致活儿，管线上的漏点，有的一个月也
漏不了一立方米水，并不影响居民正常
使用，但我们照样得把它找出来、修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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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鹏飞——
记者：这段时间你收获了哪些感动？
张鹏飞：天气最热的那段时间，有

一天，一位环卫大姨抱着几盒牛奶来到
我店里。她说，看我每天为他们做饭很
辛苦，便特意从家里拿来了几盒奶，让
我补充营养，别累着。我当时感动坏

了，虽然这几盒奶不值多少钱，但在我
心里，千金不换！其实这段时间让我感
动的事还有很多，环卫工人为我送来了
锦旗，爱心人士纷纷加入到制作“爱心
午餐”的行列……我只是做了一件力所
能及的小事，很荣幸能得到大家认可。

@苏奎——
记者：你如何看待这些特殊员工？
苏奎：包括我在内，我们公司一共

有6名健全人。对于特殊员工来说，我们
这 6个人既是同事，也是“保姆”。我们
有员工宿舍，为了方便照顾特殊员工的
生活起居，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每间
宿舍都有两名普通员工陪住。平时，我
们会在特殊员工需要的时候及时给予他
们帮助，但并不会对他们区别对待。在
我眼里，每个不断挑战自己的人，都值
得尊敬。他们不是弱者，而是生活的强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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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青春之火点亮人生灯塔以青春之火点亮人生灯塔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青春，你会
怎么选择？

是“雄心志四海”的豪迈？是
“登山不以艰险而止”的勇敢？还是
“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

我相信，对于这个问题，不同年
龄的人，不同经历的人，会有不同的
答案。但是，无论什么样的答案，有
为始终是青春的精神内核。

有为即应奋斗。

当我们怀揣责任与担当踏上奋
斗 之 路 的 时 候 ， 即 便 遭 遇 惊 涛 骇
浪，也会拥有乘风破浪的勇气和力
量。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
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
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百年前，李大钊通过这篇文章，向无
数青年发出了召唤。

转瞬百年已过，我们迈向新征

程，理想的光芒依旧闪耀。
前行路上，无论是攻克一道道

“卡脖子”的科技难题，还是书写乡
村振兴的“大文章”，又或是扎根基
层服务民生，都需要广大青年广泛
参与，需要我们勇扛重任、敢于担
当。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青年一
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
民族就有希望。

在奋斗中释放青春激情，在奋斗
中追逐青春理想。

奋斗既是过程，也是一种力量。
我们知道，奋斗的道路绝非坦

途。但我们也知道，只有不畏艰难、
努力拼搏，才能见到山顶的曙光。

青年当有为。
未来的路很长，广大青年当执起

青春之笔，循梦而行，去书写“数风
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新篇章。

青年当有为青年当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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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水比作生命的源泉，那
么，深埋地下的供水管网便是输送
源泉的“生命线”。

2021年，我来到沧州市农村
供水有限公司，担任沧县分公司负
责人。

相较城市供水，农村供水的服
务面积更广、用户更分散，供水管
线也更长。

沧县一共有 19个乡镇，除了
杜林镇接入城市供水管网之外，其
余 18 个乡镇都由我们负责供水。
这 18个乡镇的供水管线总长度达
900公里。

城市供水管线往往沿路铺设，
而农村供水管线的分布要复杂得
多。大部分农村供水管线铺设在耕
地、荒野以及车辆难以抵达的地
方。也正因如此，双腿就成了我们
最可靠也最常用的“交通工具”，
我们一线员工每天的运动步数都在
两万步以上。

2021年，我们在开展其他工
作的同时，把沧县由我们负责的所
有供水管线都摸排了一遍，并在专
业地图软件上标注了上千个点位。
这些点位详细记录着管线位置、管
径大小、埋藏深度等重要信息，为
我们日后开展工作提供了很大帮
助。

除了日常巡检之外，管线抢修
也是我们众多工作中比较重要的一
项。

只要管线出现问题，我们就要
第一时间进行修复。正因如此，顶
风冒雪、不分昼夜，就是我们的工
作常态。

有一天夜里，沧县兴济镇多个
村的村民反映水流突然变小。

我们判断，大概率是主管道发
生了破裂。

为了减少水资源浪费，保障全
镇居民正常用水，我们迅速组织人
员在全镇范围内进行排查。

当时正值冬天，而且全市正遭
遇极寒天气，田地里没有路灯，地
上的积雪也还没有融化，这些都给
排查工作增加了不小的难度。但好

在大家对管网非常熟悉，漏水点很
快就被找到了。

现场情况和我们预估的一
样——主管道破裂。

我们迅速赶到位于破裂处上游
的阀门井，准备关闭阀门、进行抢
修。然而阀门井打开的那一刻，大
家都愣住了。水井里有积水，深度
达1米左右，而我们携带的抽水泵
已经没电了。

如果不关闭阀门，水就会一直
流，工作人员也就没办法进行抢
修。

当时来不及多想，我憋住一
口气就下了井。再爬上来时，全
身都湿透了。那天特别冷，北风
呼呼地刮，我身上很快就结了一
层冰……

不过好在阀门关上了，抢修人
员迅速修理，3个小时后，供水恢
复正常。

今年3月，我成为沧州市农村
供水有限公司总经理，所负责的供
水管线总长度达到 2720公里，为
220万名农村居民提供服务。

在乡村沃野间穿行，24小时
待命，365 天候勤……我们的工
作虽然很平凡，责任却很重大。
为了保障乡亲正常用水，为了不
浪费水资源，我们付出再多都值
得。

守护乡村供水守护乡村供水““生命线生命线””
李庭庆 31岁

沧州市农村供水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庭庆（左三）和员
工一起抢修供水管线（资
料片）

◀爱心人士参与制作
“爱心午餐”

我从事洗车行业已经十多年
了。目前，我的洗车中心共有 22
名员工，其中包括7名聋人、10名
孤独症或唐氏综合征患者。

2019年，在一场校园招聘会
上，我见到几名来自沧州市特殊
教育学校 （以下简称市特教学
校） 的聋人学生。在手语老师的
帮助下，我得知这些学生很喜欢
汽车，并且渴望找到一份稳定的
工作。

我当时就产生了一个念头——
对他们进行技能培训，并为他们提
供工作岗位。

2020年，我与市特教学校合
作，对聋人学生进行汽车贴膜和清
洗技能的培训。学生们学得很快。
实训过程中，他们除了在与人交流
上存在一定困难外，其他方面并不
比普通人差。

这次尝试给了我很大信心。
很快，我又开始教授市特教学

校的培智生汽车贴膜和清洗技能。
这项工作难度很大。
这些培智生有的患有孤独症，

有的患有唐氏综合征……他们反应
慢，理解能力差，有时还会出现不
同程度的情绪问题。很多对健全人
来说轻而易举的事情，他们做起来
却特别难。

比如，我们清洗一辆车会用
到 7 条不同颜色的毛巾，不同的
毛巾对应不同的清洗步骤和清洗
部位。在培训过程中，仅是教培
智生区分毛巾，我就用了 2 个月
时间。

认识不同的洗车工具，区分不
同的洗车清洁剂……健全人学一遍
就能掌握的技能，培智生要反复学
上几十遍。

他们不仅学得慢，情绪也比一
般人更敏感，时常会耍脾气、哭鼻
子。

说实话，我也犹豫过，觉得教
培智生洗车这件事很可能成不了。

但这种想法很快就被打消了。
因为我发现，这些孩子虽然学

得慢，但秩序感很强。他们做起事
来非常认真，一旦学会某项技能，
就会严格按照要求去做，毫不马
虎。

既然孩子们学得慢，那我就慢

慢教，只要他们愿意学，总有一天
能学会。

去年，市特教学校中专部第一
批培智生毕业了，其中3名学生成
了我的员工。工作时，他们分工明
确，一个负责冲水、喷泡沫，一个
负责清洗脚垫、打扫车内卫生，一
个负责擦洗车身。

一般情况下，普通员工 30分
钟就能独立清洗完一辆汽车，而这
些特殊员工不仅需要合作完成，耗
时也更长。

每当店里来了新顾客，我都会
提前跟他们说明员工情况，并告诉
他们，洗车的时间可能会长一些，
但绝对洗得干净。

顾客们都很宽容，甚至有些顾
客还会主动和这些特殊员工聊天，
夸他们干活认真，车洗得干净。

工作中，我对所有员工都很严
格。因为我知道，要想为这些特殊
员工提供稳定的工作岗位，洗车中
心就必须有盈利。

我并不希望洗车中心成为慈善
机构，更不希望顾客是为了照顾这
些特殊员工才来此消费。

很多人问我，这么做图啥？
的确，和普通员工相比，这些

特殊员工的工作效率并不高，而且
还需要我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照
顾。但我觉得，做事情不能只看个
人所得。我愿意为这些弱势群体提
供工作机会，愿意看到他们完成工
作后的那份喜悦，更希望能有更多
人关注弱势群体，帮助他们融入社
会、自食其力。

我有一群特殊员工我有一群特殊员工
苏 奎 38岁

沧州喜憨儿洗车中心负责人

◀苏奎（右）为特
殊员工讲解擦车技巧

一年前，我在市区开了一
家香肠店，位置在解放路和水
月寺街交叉口。

这是一个“网红路口”，因
为这个路口的红绿灯是爱心形
状的，所以很多人把它称作

“爱心路口”，并来此拍照留
念。而这，也为我带来了不少
客流。

如今，沧州不仅越来越漂
亮，“好人之城”更是成了这座
城市的名片，所以我一直想为
家乡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我留意到，“爱心路口”虽
然每天人来人往，但始终干净
整洁，这要感谢环卫工人的辛
苦付出。

环卫工作很辛苦，而这些
环卫工人的年纪也都不小了，
于是我便想到一个主意——在

“爱心路口”为环卫工人免费提
供“爱心午餐”。

我置办了灶具，每顿饭的
预算是 100多元钱，如改善伙
食则提高到300元钱。

起初，很多朋友并不赞成
我这样做。他们倒也不是心疼
钱，而是觉得我给这么多人做
饭，无形中多担了一份责任。

其实，食品安全的问题我
考虑过，这很好解决——食材
要新鲜，制作过程必须干净卫
生。饭做熟了，我也跟着大家
一起吃。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爱心
午餐”便从今年7月1日开始供
应。

从那天起，不管刮风下
雨，“爱心午餐”从没间断过，
每天都有30多位环卫工人来此
领取午餐。

我每天上午 10点左右开始
做饭，而这时往往也是店里最
忙的时候。我媳妇有别的事情
要忙，以前，她上午不怎么来
店里，但为了支持我做“爱心
午餐”，她现在每天都早早过
来，好让我腾出时间为环卫工
人做饭。

7月中旬，我开始直播做
饭。我原本是为了让环卫工人

吃得放心，吸引更多环卫工人
来领取“爱心午餐”，没想到还
收获了意外之喜。

很多人通过直播知道了我
的故事，纷纷献出爱心。

几名沧州籍大学生买来了
矿泉水和毛巾，免费发放给环
卫工人；

在市区开肉店的李兆飞送
来了肉馅，和我一起为环卫工
人汆丸子；

在“爱心路口”附近开店
的冯峰、李涵夫妇，先后几次
送来食材，给环卫工人改善伙
食……

最让我感动的是立秋那天
包饺子。

那天，我提前备好食材，
要给环卫工人包饺子。没想
到，爱心人士看到了我发的视
频，不约而同地主动过来帮
忙。那天我数了数，光是跟着
包饺子的人就有10个。

由“爱心午餐”引出的暖
心故事还有很多。爱心人士送
食材、送现金，放下东西就
走，什么信息都没留下。

有了大家的支持，我更坚
定了继续下去的信心。前段时
间，我联系了附近社区，开始
为独居老人、孤寡老人以及残
疾人提供“爱心午餐”。

我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和
支持。正是因为有了大家的共
同参与，才让“爱心路口”成
了真正的“爱心路口”。

我在我在““爱心路口爱心路口””献爱心献爱心
张鹏飞 37岁

御赐奇美香肠南湖总店负责人

张鹏飞（左一）为环卫工人发放“爱心午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