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初次行走在巡线路上有
诸多不适，棉花地、芦苇地、深
坑……都是我要跨过去的障
碍。而这些对于已经参加两年
工作的刘学民已经算小菜一
碟。刚走完10多里的路程，我已
经有些劳累，腿开始发酸，而刘
学民却呼吸平稳，他朴实的说

道：“这些都已经习惯了。”
走了20多里的巡线路后，

我早已是汗流浃背。刘学民却
要每天坚持在巡线路上。不让
线路上发生一丝安全隐患是每
个巡线员的愿望，也是他们坚
持的动力。

本报记者 嵇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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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风村、麻风病，这些
只有在我们儿时才能听到
的字眼，已经逐渐被我们淡
忘了，一次偶然的机会，得
知在广饶县尚存有一处东
营唯一一座麻风村，里面还
住着几位麻风病人，他们的
平均年龄已经超过了55岁，
他们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还是已经逐渐被人们接受？

经过近两个星期的前
期准备，在东营市皮肤病研
究所的帮助下，这次采访得
以成行。半天的采访，我和
和村里的5位老人聊天，觉
得他们和正常人一样，精神
状态都比较好。更让我感到
欣慰的是，附近的村民已经
能很平和地接受他们，麻风

村里年龄相对小一些的患
者还自己买了电动车，有时
候出去买菜。

这让我想起一句话，一
个眼神能让人功成名就，也
能让人一败涂地。对他们这
一特殊的群体来说，他们会
更在乎我们看他们的眼神，
我们能够给他们一丝关爱
的眼神，而不是拒之于千里
之外，这将是在他们本就十
分不幸的人生中推动他们
继续生活下去的巨大动力。
而我们，通过我们的镜头和
笔尖，去介绍这一特殊人群
给世人，唯一能希冀的就是
我们能够平等的对待每一
个人。

本报记者 段学虎

麻风村内，村民们在空落落的屋子里，打发时间。
本报记者 段学虎 摄

海洋石油钻井平台对于市
民来讲或许有些陌生，2011年12

月20日，我和同事一同来到桩西
码头，希望用我们的相机和文字
记录那些漂泊在大海上的石油
工人。一天过后，大海已经是我
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东西，平台的
生活除了单调还是单调，手机信
号时好时坏、互联网网速慢也成
了常事。平台上的物资都是相对
固定的，遭遇恶劣天气时一碗米
饭和一颗颗菜对工人们来说是
非常宝贵的。他们在海上工作，
除了面对工作压力还要面对孤
独，但是他们依然每天坚持在自
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工作。让我
们对这帮海上的人致以敬意，他
们的奉献，他们的生活，他们的
工作，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伟
大。 本报记者 顾松

闲暇时看大海的风景，是工人们最好的娱
乐活动了。 本报记者 段学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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