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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更普惠、看病更方便、出行更便捷、生态更优美……
你的“获得感”是不是很强烈，党的十八大和省十次党代会以来，全省以民生需求为导向，多项重大民生领域

政策密集出台，给百姓生活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
获得感，意味着群众生活得更加体面，还意味着让群众相信明天的获得会更多。从即日起，本报推出“山东人

家的获得感”专栏，记者深入基层，为您讲述身边人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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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身一人来支援
分到福利房一家人团聚

81岁的俞学恭是鲍店煤矿第一
批煤矿工人，1984年从滕州老家来到
鲍店煤矿援建，从此在这扎下了根。

“当时的鲍店煤矿是还未开采的新
矿，在地上和地下同时开荒掘进。巷
道最低只有400毫米，只能平躺下头
朝内双腿使劲蹬着前进。”

艰苦开垦换来的是产量上升，工
人们的工资从3 0元逐渐涨到3 0 0
元……1989年，俞学恭分到了职工福
利房，第一件事就是把妻子和三个儿
子从老家接来，一家人从农村小平房
住进了70多平米的楼房，农业户口也
转成非农业户口。

上世纪90年代，全国上下煤矿行
业一片红火。鲍店煤矿不断扩大生产
面，本单位职工子女优先招工录用，
俞学恭的三个儿子先后在矿上上了
班，并顺利娶上媳妇。

俞登宽是俞学恭最小的儿子。23
岁时，他第一次背上矿灯，下到430米
的井下，走进设想过无数遍的黑咕隆
咚的井道……虽然气压变化使他呼
吸不适，仍挡不住兴奋，“像初生的小
牛犊一样有干劲儿”。在他年少时的
概念里，老家人都羡慕父亲能在矿上
干工，但这座矿城并非谁都能进来。

工资越发越高
兄弟仨都买了小汽车

“那时候日子过得好啊，工资高
待遇好，厂里还经常发米面油、小家
电，家家户户都通纯净水，用水用电
都不花钱。”老大俞登琦是兄弟三个
中唯一不下井的，2000年之前矿上流
行“十个10”，每到春节前都会发10斤
油、10斤肉、10斤带鱼……不愁吃穿，
还有结余。

2001年之后，煤矿效益越来越好，
矿上不再发十个10的福利品，而是直
接加发奖金，年底加上加发的奖金，在
井下工作的弟弟们一个月能领上万元

工资，自己也能领到五六千元。
1992年出生的俞长儒是老三俞

登宽的儿子，2011年高中毕业时，面
临着上大学还是参加招工的抉择，一
家人紧急商议，毅然决定参加招工，
这一决议也让俞长儒搭上了集团公
司的最后一批招工末班车。至此，一
家三代都成了鲍店煤矿的工人。

2008年，福利越发越多，一个月
一万多元的工资，俞登宽和媳妇一商
量，花6万多元买了辆小汽车。很快，
两个哥哥家也买了小汽车，一家人再
到父母家聚会时，门口能停一排车。

对煤矿感情深
没想着离开矿区

这两三年，陆续开始有人从这座
矿城里走出去，进来的人则越来越
少。“走的那些人，大部分是招来的大
学生，他们对鲍店的感情没有我们深
厚。”受父亲的影响，俞登海他们从没
想过离开矿区，也没想过让儿子离开
矿区。“我们老辈儿就干这个，我算是
子承父业，我的儿子又子承父业。矿
山就是我们的靠山，没有煤矿也不会
有我们现在的家。”

在煤炭行业产能过剩、煤炭企业
亏损严重的严峻形势下，国家出台一
系列化解煤炭过剩产能的政策措施。
兖矿集团作为传统国有企业和能源
资源型企业，通过化解过剩产能、转
型升级以及体制改革，走出了一条煤
企供给侧改革的新路子。

2016年下半年，煤炭市场有所回
暖，这直接体现在工资上。“春节前两
个月都加发了工资，有一个月更是加
发了一千元。”俞长儒说。“有矿才有
了我们这一家子，从当初我自己过来
支援，现在家里20口人了。”从来鲍店
时的30多元，俞学恭现在退休工资领
到5000多元，一家人都很明白，是鲍
店煤矿改变了家人的命运。

彭芳兰自从来到矿上，专心伺候
爷几个，如今79岁的她，每天早上下
楼买菜，儿媳或孙媳谁有空谁来做
饭，在彭芳兰的带领下，这个家里的
女人们相亲相爱，孙子和孙女、重孙
子、重孙女们时常来绕膝玩耍，这就
是他们的获得感。

老老俞俞家家三三代代矿矿工工的的年年代代秀秀
“孙媳妇又生了个大胖小子，八斤

多，我们家四世同堂，已经20口人了，哈
哈哈。”提起刚出生50多天的重孙子，俞
学恭和老伴彭芳兰乐得合不拢嘴。俞学
恭住在兖矿集团鲍店煤矿家属院，一家
三代都是煤矿工人，包括三个儿子和三
个孙子。

30年里，经历了煤炭行业从初期建
设到黄金十年再到如今的转型升级期，
他们明白未来会更好。

难得的下午时光，一家人在俞学恭老人家里聊天。

58届环球中国小姐、环球亲善小姐王静瑶：

每每年年回回国国
都都惊惊讶讶于于家家乡乡的的变变化化

本报记者 马云云

似乎在一夜之间，一个济南女孩吸
引了全球的目光。炫丽的舞台中央，王静
瑶举止大方优雅，向全世界展现东方之
美。

那是2009年，王静瑶只有19岁，在环
球小姐中国区总决赛中她获得冠军，成
为58届环球中国小姐，并来到位于西印
度群岛的巴哈马参加环球小姐的全球总
决赛，获得环球小姐最佳亲善奖。

“在国内，我出去代表山东，在其他
国家，我代表的是中国。”王静瑶是个地
道的济南姑娘，当年在浙江传媒学院读
书时参加了环球小姐比赛，一举获得好
成绩。之后，她到美国等地做亲善访问，
了解异域文化的同时也传播中国文化。

这段经历拓宽了王静瑶的视野，她
决定远赴法国读书。她对爸爸说，只有能
力达到了，才能真正得到别人的认可。

“我不想把比赛作为终点，而是作为一个
新的起点”。在一个陌生的国度，她决定
卸下“环球小姐”的光环，用知识充实自
己。在学校期间，她很少提及自己的那段
经历，而是沉迷于茫茫书海。课余时间她
大多泡在图书馆，每三五天就要读一本
书。这样的学习量会让人觉得累，但她乐
在其中，因为“我想做个‘国际人’，有国
际视野”。

王静瑶身上有山东人特有的韧劲
儿、待人真诚、低调。从幼儿园开始学习
舞蹈，她吃了不少苦。当年中考时要考特
定的舞蹈动作，因为个头高不知道摔了
多少跤，摔得浑身都是伤，那年她以艺术
特长生的身份考入了省实验。三年后的

高考，她以570多分的成绩考入浙江传媒
学院，成绩列所在学院第一。

在全球总决赛中，这个“MissChina”
十分随和，用心待人，很短的时间内记住
了组里所有其他女孩的名字，看到别人
衣服纽扣开了立马去帮忙扣上，因此在
最后女孩们的无记名投票中她获得了大
家认可，获得“环球亲善小姐”称号。

尽管在外地工作数年，但最让她留
恋的还是家乡济南，每年回国，她都惊讶
于家乡的变化，“听说大明湖免费了，地
铁也在建。”她说，现在乘坐公交车，司机
会主动问好，街上时常见到外国人，偶尔
还能遇到会说法语的国外友人。省会大
剧院有许多演出活动，山东书城里有许
多人在阅读，尤其有许多老人孩子，令人
感动……

王静瑶还给家乡建设提了些建议，
比如多增加群众喜闻乐见的精神文化活
动、在轨道交通建设中多增设体现齐鲁
文化的元素等等，“希望济南越来越好，
有更多人了解齐鲁文化。”

王静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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