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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淬炼中成长在淬炼中成长

对 28 岁的薛晨来说，这一年，他和众多医护人员一
样，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坚守在战“疫”最前线，在百般磨砺
中迎来了全新的蜕变。

之前，他只是商州区沙河子中心卫生院一名普通的放
射科医生，刚从象牙塔出来，多少有些稚嫩。而这一年，他
临危受命，陆续担任部分隔离点医疗组组长，经过一番历
练，处理事情成熟了许多。

在隔离点，薛晨带领队员严格执行核酸采集、转运收
住、日常消杀、健康监测等工作，确保隔离人员零交叉、零
感染。此外，他更像一个 24 小时在线的“生活管家”，在及
时补充医疗、生活必需品的同时，应对各种突发状况，为隔
离期间情绪产生波动的人员提供心理疏导。

一些隔离人员由于走得匆忙，忘了从家里带常用药品，
薛晨就安排医护人员为患者检测血压、血糖等，并协调有关
部门第一时间送来药品；面对陌生的环境，有些孩童难免哭
闹，致使个别家长情绪激动，不愿配合管控，薛晨便以极大
的同理心给予安抚，使紧张的气氛烟消云散……

那段时间，薛晨每天接成百个电话，对各种事务进行
安排、汇报、沟通、协调，睡眠时间被压缩到两三个小时。
口罩的勒痕深深嵌入脸颊，连日的高强度工作让他直不起
腰。一年时间，他瘦了 10公斤。

如今，薛晨已返回工作岗位，似乎一切如常。然而，
当重启日复一日的琐碎工作时，他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
更深的理解。

千方百计促就业千方百计促就业

2022 年 8 月的一天，一名男子急匆匆赶到丹凤县就
业服务中心，询问有没有合适的招工信息。原来，男子
叫屈三涛，有 b2 驾照和货运资格证，此前在一个工地拉
料，因疫情原因工地停工，后来又去干代驾，但很少有人
有代驾需求。“家里人多开支大，两年多了几乎没啥收
入，着急得很。”

丹凤县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先锋立即表示：“留下
电话，我给你想办法！”他连夜联系与本单位有劳务协作
关系的京东物流，介绍了屈三涛的情况，3 天后，屈三涛
如愿入职京东西安物流，成为一名货运司机。目前，他
在公司表现突出，月工资达 9000 多元，还有社保。屈三
涛激动地说：“我非常喜欢和珍惜这份工作，感谢陈主任
牵线搭桥，改变了我收入不稳定的状况，这个恩情一辈
子都不能忘啊！”

屈三涛并非个例，疫情 3 年，对务工影响很大，而丹凤
是个劳务大县，群众的主要收入靠外出打工。如何保证群
众收入不减少？这是摆在陈先锋等人面前的一个难题。

他们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帮群众找工作。倡导就地
就近就业，举办本地企业用工专场招聘 4 场次，促成近

700 人找到对口岗位。借助苏陕、西商对口援助平台，
积极开展跨省跨区域劳务协作，全年向江苏、西安输出
务工人员 1268 人。

针对疫情期间不能聚集的问题，他们举办 3 场线上招
聘会，动员 146 名村级就业信息员上门服务，为全县务工
人员面对面推介岗位。充分发挥 7 个驻外务工人员党支
部和 11 个驻外劳务工作站作用，积极搜集珠三角、长三角
等用工密集地区不停工企业的用工信息。

同时，陈先锋积极联系相关部门，开展“点对点”劳务
输出，让外出务工人员“出家门，进厂门”，闭环输出，一路
绿灯。2022年组织“点对点”劳务输出 18批次 1286人。

此外，抓住疫情间隙，丹凤县就业服务中心组织 8000
人赴榆林种收土豆、赴韩城摘花椒、赴关中摘苹果、赴西安
搞建筑，人均增收达 9000元。

2022 年，丹凤县就业服务中心通过微信公众号、县广
播电视台、镇村就业工作群等平台发布招聘信息 83 期，为
5.4 万人提供就业岗位，组织 6.3 万人外出务工，实现劳务
收入 9.3亿元。

为了城市更美好为了城市更美好

随着强降温、降雪天气预报的发布，1 月 13 日下午 4
时，北风裹挟着雪花呼啸而过，冀建利正拿着大扫帚清扫
市区中心广场至商州区第一初级中学段路面卫生，风吹得
她有些站不稳，这种天气下清扫比往常费力许多。

冀建利是商州区城市管理局环境卫生管理处城北所的
一名保洁员，也是一个管着 12人的小组长。每天清晨 5点
20分到岗，走时满身月、归时满天星，不知不觉走过了 15个
年头，冀建利深有感触地说，2022年是她最难忘的一年。

2022年 8月，我市因突发疫情，实行静态管理，为降低
感染风险，冀建利和同事在中心广场搭的简易帐篷里住了
半个月。因没有树木遮挡，晴天，帐篷里闷热难耐；暴雨
天，水又灌进来，泡湿了鞋子，弄潮了被褥。“清扫时，要提
前半小时穿防护服，干一会儿活，里里外外的衣服全汗湿
了。”这次集体生活，是冀建利从未经历过的。

疫情管控放开后，冀建利和同事先后感染，在急缺
人手的情况下，她们依然带病上班，只为让市民干干净
净迎新年。

平时走在路上，也许是职业习惯，冀建利格外关注路
面卫生，看到路上有泡沫等垃圾，就赶紧跑去捡拾。“泡沫
最不好清理，刮一点风飞得到处都是。”她解释道。

言谈之间，能听出冀建利对这份工作的珍惜。她说，
自己曾是下岗工人，因公益岗招聘才进了保洁队伍。“特别
感谢国家照顾，让我有稳定的收入。”她真挚地说。

配送温暖与希望配送温暖与希望

进入腊月，快递行业越发忙了起来。看着大街小巷张
灯结彩，李永平也不禁沉浸在新年的欢喜里，他拉了一车

快递，精神抖擞地向目的地进发。
李永平是商州区圆通快递公司的一名快递员，随着网

购的普及，快递量逐年增多，90 后的他已经习惯了早出晚
归、风餐露宿的生活，同龄人聚会、老家人情礼往这类场合
都很难见到他。

2022 年，李永平时时内心焦灼。“一个人挣钱，养活一
大家子人，如果快递停了，肯定会影响到工资。”他坦言，自
己也怕感染上病毒，但比起坐在家里啥都不干，他宁愿出
来多送一件快递，“再说了，这事情总得有人去干。”

2022 年 12 月初刚解封时，快递一下子出现井喷式增
加，“很多快递员先后阳了，人手不够，我在家休息 3 天就
出来了。”李永平说。他早上 6 点多出门，扫快件、装车、送
货，忙到晚上八九点才能回去，一天下来得跑五六十公里，
吃饭也没个准点儿，太忙了就干脆不吃。

苦和累李永平不怕，他偶尔苦恼的是，送货时有些人
电话怎么也打不通，一件快递，他们要来回反复送，非常耗
时。还有人让把快递放到门房，最后丢了，还得他们赔偿，
这对挣辛苦钱的快递员来说，是最不愿遇到的。

前不久，快递行业的工会组织给李永平及其他表现好
的快递员送去了米、面、油，这份肯定让李永平开心不已，
觉得再苦再累都值了。

新年将近，李永平盘算着多送一天快递，好为两个上
幼儿园的孩子买过年的衣裳和玩具。

刘三姐的致富经刘三姐的致富经

山路蜿蜒，村舍寂寂，随着镜头的切换，一座农家
小院闯入记者视野，门前小溪，屋后大山，像是记忆深
处的老房子……

2022 年，柞水县营盘镇龙潭村刘家敏利用自家小院
开办的农家乐在抖音走红，城里人纷至沓来，体验这清静
自然的乡间生活。

刘家敏姊妹 4 个，她排行老三，大伙都叫她刘三姐。
过去，她一家在西安做木工营生，2017 年返乡。“天天在屋
闲不住，就想弄个啥事。”刘家敏说，没有过多争议，全家人
一致认为开农家乐最合适。

龙潭村距离牛背梁景区 13 公里，附近沟岔纵横，风景
宜人，往上走就是丰北岭，海拔 1800 米，夏季最高气温不
过 20 多摄氏度，晚上睡觉还得盖棉被。“尤其立秋以后，漫
山遍野一片红橙黄绿，不少人开车来我们这里看红叶、赏
秋色。”刘家敏说。

由政府安置的搬迁房一经收拾，就成了干净舒适的客
房，刘家敏和丈夫加盖了凉亭，绑了吊床，手工打制了木头
茶几、桌椅板凳，还把过去吹麦糠用的木制风机、磨面用的
石磨子等老物件找出来，摆在院子供人参观。“房子还是那
个房子，可总觉得哪里不一样了。”对他们的奇思妙想，村
里人佩服不已。

“毕竟我家离景区有段路，一开始没啥人。”刘家敏
说，去年，孩子教会她发抖音，于是，上坡找野菜，院里
喂鸡子，唱柞水渔鼓、跳广场舞……这些农村生活的片

段都成了她拍抖音的素材，很多人循着视频找过来，有
人感叹：“还有这么好一个避暑的地方，要不是看抖音
都不知道。”

刘家敏的家常菜做得很好，在农村红白喜事上经常
是掌勺的厨师，她做饭注重健康，不放过多的调料，食材
是自家种的苞谷、洋芋、红豆，或是在山上打的兔叶、叶
叶花、灰灰菜，“游客愿意吃当地饭了就跟我们一起吃，
晚上再把音响搬出来，在院子唱个歌、跳个广场舞，就像
在家里一样随意。”

一吃一住，不少游客流连忘返，成了这里的常客，还介
绍家人朋友来。“今年最热的时候房子都住不下，还退掉了
几十个人。”刘家敏说，尽管受疫情影响，营业的两个来月
也挣了两万块钱，算是这几年最好的收益了。

“今年，政府在村子周边打造了不少新景点，等到春
暖花开肯定会吸引更多的游客。”刘家敏盼望着这一天
早点到来。

老陈的老陈的““编外亲人编外亲人””

1 月 10 日早上 9 点，山阳县高坝店镇金山村的吴成平
带着在集市上新买的棉衣，送到由他照料的分散供养户陈
万强家里，“快试试看，这是给你买的过年衣服。”吴成平打
着手势说，陈万强笑得裂开了嘴，连忙去解外套的纽扣，套
上新衣服一看，大小正合适。

陈 万 强 今 年 68 岁 ，是 个 聋 哑 人 ，没 有 结 过 婚 ，在
其 父 母 亲 去 世 后 ，他 就 没 有 了 近 亲 属 ，被 认 定 为 村 上
的分散供养特困人员。2017 年,吴成平还是金山村村
主 任 ，他 不 放 心 把 陈 万 强 交 给 别 人 照 管 ，再 加 上 陈 万
强 家 离 村 委 会 近 ，照 顾 起 来 方 便 ，就 申 请 成 为 陈 万 强
的照料护理人。

“他除了不能说话，其他还好。”吴成平说，不能说
话是陈万强生活的最大阻碍，有啥需求了不能跟人表
达，别人说话他也听不见，去商店买个东西都成问题。
一开始，吴成平也看不懂陈万强那些复杂的肢体语言，
甚至为此闹出笑话。“有一次，他弯着腰，做出痛苦的表
情，我以为他饿了，想着给他买点吃的，到了饭馆门口，
他死活不进，还把我拉到了村卫生室，后来才搞清楚他
是感冒了。”

陈万强不能说话，自然也不能接打电话，一有时间吴
成平就去看看他，天气好了，嘱咐他勤晒被褥，下暴雨了，
叮咛他不要去河边……随着接触的增多，两人达成了某种
默契，“他一打手势，我基本就知道他想干啥。”久而久之，
陈万强把吴成平当成了亲人。

“去年，他的房子有些漏雨，汇报到村上及时给收拾
了，前不久，他的水龙头又冻坏了，我买了一个新的，找水
管员装上了。”吴成平说，疫情放开后，不少人都出现了各
种症状，他最操心的就是陈万强，好在陈万强身体底子好，
没有大碍。

“等腊月二十五六，我再割点肉买些菜给他送过去，一
年到头了，让他也好好过个年。”吴成平笑着说。

回顾2022年，你会怎样评价它？
这一年，始终绕不开疫情这个话题。一些工厂停产、工人停业，旅游行业遭遇寒冬，快递、物流、交通也因此

受到影响，在疫情的大环境下，每个人都不容易。
我们得承认，这是不完美的一年，但或许也是成长的一年、奋斗的一年、化茧成蝶的一年。就像成长必然伴

随阵痛，才会变得成熟和强大。
在困境面前，不管是医生、志愿者、环卫工、基层干部，还是任何一个普通人，都是命运共同体，也是责任共

同体。大家负重前行，努力发出点点微光，一起照亮了到来的黎明。

20222022 年年，，那些平凡的微光那些平凡的微光
本报记者 肖 云

冀建利在给垃冀建利在给垃
圾运输车做清洁圾运输车做清洁

工作中的薛晨工作中的薛晨

快递员李永平快递员李永平

20222022年春风行中年春风行中，，陈先锋陈先锋（（右一右一））为为
赴安徽芜湖务工人员举办欢送仪式赴安徽芜湖务工人员举办欢送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