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茌平县冯官屯镇小杨
屯村原本是一个普通的村
庄，却因为一位不平凡的
党总支书记张国忠，变得
不普通。“鲁西北的一颗
明珠、社会主义新农村的
一 面 旗 帜 、全 国 文 明 村
镇、全省文明生态村”等
美誉也接踵而至。如今，
村里建起了小杨屯鸭业
集 团 ，形 成 了 龙 头 带 基
地，农民的生活也渐渐好
了起来。

该村党总支副书记刘
长城告诉记者，现在农村
人也过上了城市人的生
活。除了企业建设外，自
2008 年开始，小杨屯村开
始了新农村建设。三年过
去了，春节前该村的 110
户村民全部搬进了新建的
楼房。

小杨屯村的楼房不同
于其他村，该村以低于成
本价的 20% 出售给村民，
水电暖全部免费，由企业

承担。该村 56% 的家庭都
有了私家车，平均价格为
8 . 6 万。在文化方面，2006
年以来，村里组建了文化
宣传队，自编自演新节目，
极大地丰富了村民的业余
生活。

刘长城介绍，为让村
民更加幸福，根据该村实
际，他们准备从“十二五”
末开始，除了正常收入外，
每人每年再发放 1 万元的
福利。

刘长城>>

让农村人过上城市人的生活

张德庆>>

把每条街扫干净就感觉快乐
2000 年，从部队复员

后，张德庆就到了东阿环卫
处工作，成为一名垃圾清运
工，到现在已干了 12 个年
头。虽然拿着微薄的工资，
并且很苦很累，但想到这个
城市环境卫生的改变，张德
庆还是感到很幸福。

“我们这个工作是真辛
苦，一天工作 10 个小时，一
年休息一天，别人放假我们
最忙。”张德庆告诉记者，在
他工作的 12 个年头里，只
有 10 多天的假期。“我们的
工资每月只有 1000 多元
钱，很微薄，但我并不觉得

不幸福。”
张德庆住在东阿县陈

集乡孙楼村，离县城近 30
里地，每天骑摩托车上下
班，所以他要起得更早。夏
天一般是 4 点多起床，冬天
是 5 点多。赶到上班的地点
后，就开始了一整天的忙
碌，往往来不及吃早饭。中
午也是就近吃饭，每天晚
上回家和老婆孩子团聚是
他感觉最温馨的时刻。“有
的人看不起清洁工，但妻子
和孩子却非常支持我的工
作。”张德庆说，有好几次他
和妻子约好的事情，都未能

完成，但妻子却丝毫不责怪
他，还对他说“以工作为
重”，这也让他越干越有
劲。

“个人觉得好不是好，
大家说好才算好。”张德庆
说，这些年来，有一些脏活
累活没人愿干，他挑头去
干，也赢得了群众的尊重。
东阿的很多市民都认识他，
见面都打招呼，这让他心里
很舒坦。“付出就有回报，自
己的劳动得到了尊重，市民
爱护环境的意识也在加强，
环境卫生出现了大改变，我
感觉自己很幸福。”

王丽>>

幸福就是让市民
出行更便捷

王丽 1995 年进入公
交公司，已经历经过多个
岗位。当过乘务员、协调
员、调度员，在王丽看来，
幸福生活就是让市民出
行更便捷。

做乘务员工作将近
17 年的王丽，对城市交
通问题有着自己的理解。

“随着近几年的发展，聊
城的道路越来越好了，但
私家车的增长也很多，城
区主要路口还是经常出
现拥堵。”王丽说，党代会
报告中提到了破解交通
难题，完善基础设施，关
注背街小巷，改善城市生
态，不断提升城市管理水
平，这样是一个利民而且
利于城市发展的好思路。

“之前曾是 8 路公交
车乘务员，从很少有人乘
车，到现在乘坐公交的蜂
拥现状，足可以看出人们
对于公共出行的一个选
择。”在王丽看来，随着生
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大多
喜欢进城购物，到城里上
学，从而乘坐公交车的人
群也在逐渐变化，数量也
在逐渐增多。

去年，聊城公交集团
新添置了 100 多辆新能
源汽车，并将逐步用新能
源汽车取代产生污染的
老公交，保护聊城的生态
环境。“现在公交遍布聊
城大街小巷，在东昌路、
柳园路等主干道等待三
四分钟就有公交，市民完
全可以坐公交出行，这样
一来不仅节能，而且能为
建设碧水蓝天的新聊城
作出自己的一点贡献。”

在王丽看来，随着乘
坐公交人数的增多，也对
公交的服务提出了新的
要求。”智能公交调度已
经投入使用，而且开通了
公交热线，提高了公交车
的服务质量。“王丽说，为
老百姓创造好的条件，出
行更加方便、快捷、舒适
了，这样就是一种幸福。

薛月仙>>

希望敬老院里
老人过得幸福

1994 年，薛月仙的
母亲、婆婆、丈夫相继去
世，她被聘为莘县朝城镇
敬老院院长，这一干就是
18 年，除了外出开会和
照顾孤儿外，薛月仙没有
离开过敬老院老人们一
天。

1984 年，朝城镇敬
老院成立，1994 年，薛月
仙成为该敬老院的院长，
2008 年，为了更好地照
顾老人，她把敬老院搬到
自己家里。现在，朝城敬
老院的新楼已经落成，过
不了多久，薛月仙和敬老
院里的这些老人就可以
搬进新居了。薛月仙告诉
记者，现在敬老院里有
50 名老人和 5 名孤儿，
她感到很幸福，因为朝城
敬老院送走了一名大学
生，这名孤儿目前在聊大

读书。
因为照顾老人和孤

儿，无暇顾及家庭，薛月
仙觉得很对不起孩子。

“我有三个孩子，都已经
成家，有了自己的孩子。”
63 岁，本应是颐养天年
的年纪，但薛月仙却不能
照顾年幼的孙子，只能请
保姆和孙子的姥姥照顾。
尽管如此，子女们还是很
支持她的工作，在聊城上
班的儿子每月拿出 300
元钱给敬老院，并经常去
看望老人和孩子。

薛月仙告诉记者，今
年她计划喂奶羊，伙房里
剩下的饭菜可以喂奶羊，
让孤儿院的老人和儿童
每天能喝上羊奶。此外，
她带领心灵手巧的老人
和工作人员做布鞋，解决
院里老人穿鞋的问题。

“一些不能穿的衣服，做
鞋帮非常好，根本不用花
钱。”

“什么是幸福，这就
是幸福！”薛月仙告诉记
者，老人忙碌了一生，本
该享受幸福的晚年，但一
些孤寡老人却无人照顾。
薛月仙的幸福其实很简
单：自己享福不是福，为
老人解难，敬老院里的老
人和孤儿能过得幸福，她
也就幸福。

刁默君>>

教好学生才是最大的幸福
“为创建聊城人民的

幸福生活而奋斗，我觉得
这个目标非常好，比较民
生，以人为本，有一种人文
关怀和人文精神在里面。”
聊城七中英语教师、教研
组主任刁默君说。

刁默君告诉记者，从
教师来讲，幸福有很多种，
内在的一些东西更重要，
比如人生的目标、追求都
可以算作一种幸福，有目

标才会奋斗，才会快乐。特
别是有内涵追求更有幸福
感。“俗话说得好，金钱不
是万能的，如果没有精神，
没有内涵，有再多的钱用
处也不大。”

刁默君说，她感到很幸
福，她是一个自豪的聊城
人。作为教师，她的事业就
是学生。学生的生活是学
习，让学生快乐学习、幸福
学习、快乐成长是一个老师

幸福的内容。
刁默君介绍，她的幸

福目标也很简单:“给我一
个班，带一班好学生。”刁
默君主张学生全面发展。

“如果太注重知识性的东
西，势必会挤压学生的综
合素养，要培养学生成为
一个全人，具备包容心、孝
心、爱心等。”刁默君希望，
除了智商外，教师还要注
意培养学生的情商。

杨华英>>

每个商户做大做强就幸福了
说起杨华英，她不仅是

一位个体工商户，而且还是
香江市场副食品商会会长，
就是这样一个做副食批发
零售生意的女老板，曾帮助
近百名下岗工实现再就业。
谈起心目中的幸福，杨华英
说。

年近六旬的杨华英只
有小学文化，原来是聊城市
针织厂的正式职工。1988
年，因企业效益差，她成为聊
城最早一批下岗的女工之
一，并决定做生意。1992 年

10 月，聊城市龙山副食品专
业批发市场建成启用。在大
多数人对这个市场持怀疑态
度的情况下，杨华英却意识
到这是个好机会，她毫不犹
豫地租了四间门店，成为第
一个进场的个体工商户。

杨华英说，现在香江市
场上的副食品商户已经超
过了 200 家，她曾免费为新
商户铺货、筹措周转资金，
大家信得过她，推荐她为副
食品商会会长。“做生意就
要坚持顾客至上、诚信经

营，现在和我合作的厂家和
顾客越来越多，生意有了可
喜的变化。”

谈起自己的幸福生活，
杨华英说 :“商户都做大做
强，都富起来，可以说就是
我的幸福了。”对于自己经
营的副食品行业，杨华英也
有自己的打算，“希望继续
扩大店面和行业规模，一是
能让更多的人富起来，再就
是可以让自己在为社会创
造更多的价值，让更过的人
过上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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