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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鞭炮声响起，年夜饭上桌，家家团圆
时，消防官兵们却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
的时候。聊城市消防支队湖西中队政治
指导员邢斌已经先后12个春节工作在灭
火一线，春节期间更是冒雪奔走在灭火
执勤的路上，妻子病倒了也没能及时回
家照顾。

邢斌1981年10月出生，现任聊城市
消防支队湖西中队政治指导员。2014年
春节放假期间，邢斌坚守岗位，带领中队
官兵开展了春节期间临时驻勤点执勤及
夜间巡逻6次，参与处置了各类突发灾害
事故和抢险救援事件。

在2月5日夜间11点30分处置一民房

发生火灾时，邢斌冒着大雪路滑的恶劣
天气带领十二名官兵赶赴现场处置，处
置过程中突然接到家中电话得知妻子因
上吐下泻被送往医院救治，年幼孩子在家
无人看管，他的父母得知后冒雪前往家中
守护孩子，得知消息后，邢斌依然坚守在
一线指挥灭火，在火灾事故处置结束后，
归队路途中发现路面已结冰，面临这种情
况，邢斌并没有因家中的事而影响到自
己，为确保行车安全，在叮嘱驾驶员缓慢
行驶的同时自己始终关注前方道路状况，
一路上没有一刻放松过，在执勤车辆行驶
近两个小时后于凌晨4点30分回到中队。

本报记者 郭庆文 通讯员 崔丽

消防中队指导员邢斌：已经12个春节没回家

重症监护病房护士朱明明：除夕夜里守护生命
对于重症监护室里的病人来说，时

间就是生命，在大年三十除夕夜里，护
士朱明明没能和家里人团聚，她选择在
医院值班，守护那些在死亡线挣扎的患
者。

朱明明是东昌府区人民医院重症
监护病房的一名护士，除夕夜里，她和
两名姐妹坚持在岗位上。一个85岁的老
大爷因呼吸衰竭还插着气管导管，在
努力地和病魔抗争着，朱明明给老人
梳梳头用温水擦擦脸，床单都换了一
遍，让老人在病房内舒心过年。6床的
老大爷大便排不出来了，朱明明带上
手套涂上石蜡油帮老人抠大便，另一

名姐妹还和她抢，她说不用。
呼吸机报警了，另一个老大爷痰

多又要吸痰了，一晚上下来要吸十多
次。朱明明和另两名护士姐妹要按时
到病人身边，轻轻地给患者按摩活动
四肢，“大爷给您翻下身，这样累吧？”、

“大妈您感觉怎样？过年好！”，躺在病
床上的大妈也高兴地回应“过年好。”。

朱明明的同事们说，就在年前朱
明明的爸爸因为路滑摔倒造成了脚部
骨折，至今仍躺在医院里，由于春节值
班，没能去医院照看。

本报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田
光建 王景壮

邢斌在一线灭火。(左一)

护士朱明明在重症监护室护理病人。

武军锋正在工作。
本报记者 李军 通讯员 吴萍 摄

“请问您到哪里？”“您要哪一天的
票？要几张？”“请把身份证给我”……这
是春运以来，汽车总站售票员武军锋每
天都要不断重复的话语，她一天最多能
售出2000多张客票，一天的工作结束后，
整个人身心几乎都麻木了。

在武军锋的桌子上虽然放着一个水
杯，但杯子里的水是满着的，记者上前一
摸，杯子里的水已经凉了。武军锋说，除
了吃饭时间她们根本没有时间喝水，实
在渴得不行，就趁着旅客思考买哪天车
票的时候抿上一小口。“水都是值班主任
给倒的，但基本没时间喝水，就怕耽误旅

客购票。”武军锋说。
武军锋说，春运几乎是她们一年当

中最忙的时候，最早的姐妹要凌晨4点40
分到岗，而稍微晚一点的也要凌晨5点到
岗。正常情况下他们只上半天班，而现在
要连上一整天，下午4点以后旅客逐渐退
去，她们的工作才能稍微轻松一些。

武军锋说，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精
神高度集中，还重复着枯燥的工作流程，
但还不能出现任何差错，一天下来整个
人身心都麻木了。

本报记者 张召旭 通讯员 吴萍
邹林

汽车总站售票员武军锋：一天工作十多小时没空喝水

致致敬敬！！春春节节里里坚坚守守岗岗位位的的人人们们

交警陈超。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城区交警陈超：上班后没回老家拜过年
参加工作七年，大年三十和大年初

一都是在执勤中度过，七年没回农村老
家拜过一次年。“不是不想回家过年，是
年底太忙，不愿请假，老百姓过节，交通
警察是过关。”2014年春节假期，对于聊
城市城区执勤大队一中队中队长陈超来
说，是在忙碌中度过的。

陈超所负责的执勤地点就位于城区
最繁华的路段——— 百货大楼十字路口。
陈超说，对于他和同事们来说，每年的春
节值班都有很大的压力，今年年三十最
大的考验就是大雾，他和同事们在呛人
的雾霾里站岗执勤。

陈超说，老百姓过节，对他们来说
就是过关，他们需要过的关是身体关、

家人理解关、群众满意关。陈超说，从腊
月二十五开始，城区出行的车辆明显增
加，车辆多，交警们的压力大，路面警力
就会增加。

“站完岗休息的时候也不能远离，
随时应对路面交通情况。”陈超说，按照
习俗，大年三十是要和家人在一起团聚
吃水饺，他和同事是在人流穿梭的马路
上度过的。

今年是陈超上班的第七个年头，也
是第七次春节值班。按照老家的习俗，
大年初一，晚辈得回老家向村里的长辈
们拜年，但对于陈超来说，这个习俗在七
年前已经没有了。

本报记者 王尚磊

环卫工人张女士：

除夕夜
要打扫卫生

1月30日是农历腊月三十，不
少市民都在家里张罗着贴对联和
年夜饭。市区振兴路上行人已不
多，路面上也很少见到纸屑。环卫
工张女士像往常一样，拿着扫帚，
打扫着自己负责的路段，没带手套
的双手已冻得通红，装满垃圾的三
轮车就停在不远的路边。她说，早
上4点半就已经开始工作了，因为
带着手套工作起来不太灵活，就扔
在垃圾车上了。

张女士说，她这个工作每天
早晨4点半至6点半上早班，随后
会有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然后
再开始上午或下午的轮班。今年
快50岁的张女士做环卫工已有9
年时间，她和另外一个同事负责
同一段路面。“我们除夕晚上要加
班打扫路面卫生，但大年初一可
以放一天假。一年只有这一天假，
只有这一天不用早晨4点半到岗，
大年初二就跟平常一样上班了。”

张女士说，因为工作原因，她
很少有时间给孩子和爱人做饭，
有时孩子自己做，有时只得在路
上买点吃。当谈到家人时，她感觉
亏欠家人很多。“其实哪行工作都
辛苦，只要干了就要干好，看着别
人走在我打扫干净的路上，就感
觉辛苦没有白费。”

本报记者 李璇

1月30日上午11点半，利民路
一家大型商场里，每个摊位的摊
主都在忙着把货品整理打包。下
午，最后一个摊主把货品装上车，
商场的大门关上了，忙了一年的
商户们赶回家和家人过节，可商
场保卫科的王先生才刚刚开始了
他第18个春节假期的值班工作。

王先生说，春节假期，商场保
卫科和消防科24小时都要有人值
班，他和十几位同事轮流值班。

“今年我是白天的班，今天晚上7
点同事来交班以后，我能回家吃
顿年夜饭，大年初一早晨8点再来
交班。”王先生说，往年他上夜班
的时候，除夕夜都是在单位和几
位同事一起过，吃的是从家带来
的饺子。

王先生说，他和其他十几位
同事一样，从开始工作就在商场
保卫科，18年来每年春节都要轮
流值班，不是白班就是夜班，除夕
和大年初一从没完整和家人一起
度过。

本报记者 李璇

商场保安王先生：

从没过个

完整的春节

春节假日期间
当你与家人团聚，尽
享天伦之乐时，别忘
了那些在这个特殊
的日子里仍坚守岗
位的人们。正是有了
他们的无私坚守，我
们才得以度过一个
祥和安宁、开心舒坦
的假期。在这里，我
们要真诚地向他们
致敬。

120调度员张春慧：除夕夜守着凉水饺接电话

120调度组长张春慧。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除夕夜，当人们忙着与家人团圆，走
亲访友时，有着“生命通道”之称的120指
挥中心却是彻夜灯火通明，求助电话一
个接一个，值班人员顾不上已经凉透的
水饺，紧张有序地受理报警电话。对于聊
城市120指挥中心调度组长张春慧来说，
这是她第三次在岗位上过年，由于工作
特殊性，她早已习惯了除夕夜值班。

大年三十下午6时，张春慧就和同事
们来到单位，这已经是她在单位度过的
第三个除夕夜。

接警量没有因为是除夕有所减少，反
而因为心脏病、脑血管病、饮酒不适等假
日病而增多。大年三十晚上7时多，各个急
救站纷纷向120指挥中心反映，由于出现

大范围的雾霾天气，能见度不足百米，执
行急救任务困难，耗时延长，接警任务量
一下增加了很多，张春慧和同事们除了要
做好解释工作外，还要仔细地确认每一辆
出车的急救车是否到位，是否把患者安全
送到医院。

电话一个接一个，值班人员的桌子
上，是值班时同事们提前给准备的水饺，
等值班人员抽出时间准备吃时，发现水
饺已经凉透。

值完除夕夜的班已经是初一清晨，
回到家中的张春慧已是一身疲惫，和家
人轻声打声招呼后倒头就睡。张春慧说，
大年初一她也很想和家人一早去拜年。

本报记者 王尚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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