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见习记者 朱茜

近日，记者来到合肥邮区中心局，
看到邮件运输中心的驾驶员张旻正在
认真检查车辆。今年 46 岁的张旻身着
整齐的工作服， 眼睛有神， 圆圆的脸
庞，微微一笑露出两个梨涡。憨厚老实
的他有些不善言辞， 给人一种沉稳踏
实的感觉。

不让一份邮件丢失

自 1998 年退伍后，张旻就一直工
作在邮政驾驶岗位，“我们运输的是邮
件，这里有千家万户的牵挂和期盼，所
以我们要保证每车邮件安全准时运
输，不让一份邮件丢失。 ”

张旻忘不了 2008 年初的那场特
大雪灾给他们工作带来的挑战。 当时
张旻为了保证邮件能准时发出， 让用
户及时收到邮件，他跟领导请战，随后
从合肥出发去往宿松。 路上雪下得特
别大 ，路面的积雪较厚 ，基本分不清
路面和路肩 。 张旻小心地驾驶着邮
车，车轮绑着防滑链。 张旻开了 4 天，
带的干粮全部吃完，水喝完了就用雪
解渴……终于将一车邮件安全送到。

2018 年初，合肥下着暴雪。清晨 5
点天尚未亮，张旻骑电瓶车从家出发。
因路面积雪湿滑，电瓶车发生侧翻，他
被重重地摔到地上，腿摔伤了。想到早
上 7 点要发车去凤台县， 为不给班组
添麻烦，他扶起电瓶车，没有和领导请
假，直接到单位准时出班。张旻当时腿
肿得厉害，痛得直冒汗，还是坚持跑了
一天的班。后来医院的检查结果出来，
张旻的左腿肌肉撕裂。 医生说如果不
及时治疗，会一生留下病根。

平时， 张旻积极参加单位组织的
多种公益活动。 他还积极参加绿色邮
政活动， 加强对车辆及设备的维护保
养，控制维修成本，减低能耗。

20 多年来，张旻安全行驶 140 多

万公里无重大交通事故，无邮件丢失。
2020 年 10 月，张旻被交通运输部授予
“全国交通运输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先进个人”称号，2021 年 3 月被省委
宣传部、省总工会评为 2020 年度安徽
省“最美职工”。

“张旻积极向上，工作认真负责。
他总是能感染和带动着身边的人。 ”
合肥邮区中心局邮件运输中心副经
理邹立说。

冲在战“疫”前线

2020 年武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阻击战打响后， 张旻第一时间写下请
战书， 加入到往湖北紧急运输防疫物
资的队伍中。

“刚抵达武汉的时候 ，内心还是
有一些恐惧的。 ”张旻回忆起当时的
情形，笑着说，开车途中，路上很少看
到人。

途径武汉收费站，收费员对张旻
说：“武汉人民感谢您！ ”此时，张旻看
到武汉的检查人员、公安交警站在路
边 ， 向着运输救援物资车队纷纷敬
礼 ， 听到他们说 ：“武汉人民感谢你
们！ ”声音洪亮，直击张旻的内心。 张
旻顿时产生一种自豪感。 他和来自各
地驾驶员纷纷按喇叭鸣笛回礼。 众志
成城，城市虽然被封，但被爱温暖着。
那一刻， 张旻内心涌起阵阵暖流，恐
惧被一扫而空。

武汉来回一趟需要十三四个小
时，物资运输最紧张的时候，张旻返程
回来在单位仅仅休息几个小时便又主
动要求去往前线。

有一次， 张旻运送蔬菜等物资，
通过警车开路抵达武汉黄陂区一社
区 。 当他和武汉志愿者一起搬运物
资 ，将蔬菜送到居民手里时 ，一位孤
寡老人含着热泪 ， 紧紧拉住张旻的
手，不停地说：“谢谢你们！ 回去要注
意安全！ ”

从 1 月 27 日晚到 4 月 8 日武汉
解封， 在疫情发生最严重的两个多月
的时间里，张旻一直往返于鄂皖之间，
为武汉送去救援物资。 邮车带去的不
仅是物资，更是一车一车的希望。

73 天，他没有回家与家人团聚。

“他是我的好老公”

2020 年 2 月 14 日 18:08
张旻：“老婆，对不起，过年我都不

能陪伴你和孩子了。 ”
李莉：“流泪了。 ”
“老公你真的是非常棒，我爱你。 ”
2020 年 2 月 20 日 17:52
李莉：“下次去一定要把眼镜、口

罩都要装好 。 这是对你自己生命负
责。 ”

张旻：“知道了。 你在家要照顾好
自己和孩子。 ”

这是抗疫期间张旻与妻子李莉在
微信上的几句聊天记录。

临出发前， 李莉将张旻需要用的
洗漱生活用品整理打包装好。 分别在
即，夫妻俩拥抱在一起，依依不舍。

“等我回来。 ”
“等你回来。 ”
妻子的眼角已经湿润。张旻强忍

着泪水 ，收拾好行装 ，告别妻子 ，转
身。

张旻离开后的第一晚， 李莉内心
空落落的。她辗转反侧，看着墙上挂着
的全家福照片以及床头柜旁的婚纱
照，期盼张旻一切平安。

其实， 张旻在参加湖北物资运输
前， 李莉已经生病了， 去医院做了检
查， 检查结果还没出来。 张旻瞒着班
长，说家里都已安顿好，申请出战。

2020 年 2 月 8 日，李莉收到医院
通知 ，她被检查出患有乳腺癌 ，医院
要求她住院治疗。 当时李莉感觉就像
天塌下来一样。 她含泪把病情告知了
丈夫。

出门在外的张旻有个习惯 ，晚
上睡觉前会看一看妻子和女儿的照
片 ，有时候能端详很久 ，然后安心睡
去 。在张旻心里 ，家人是他前行的一
股力量 。这么多年 ，他工作中取得的
进步 ，都离不开妻子的默默支持 。只
要有时间 ，张旻都会和家人打电话 、
发微信 、语音视频 。 不管何时何地 ，
只有家人的挂念 ， 张旻就觉得幸福
和感动 。

如今， 突然得知妻子的病情，怎
么办？

当时处于战“疫”关键期，防疫物
资运输队人员紧缺，每少一个人，每天
就有可能一整车防疫物资不能及时运
送。一边是急需防疫物资的武汉群众，
一边是亟待住院治疗的患癌症妻子，
面对“大家”与“小家”的艰难抉择，张
旻内心非常煎熬。

他想到请战时他对班组长承诺过
会圆满完成任务， 他深知作为党员劳
模， 他的退出会影响其他驾驶员的干
劲和信心，影响运输任务的顺利完成。
他于是与妻子商量， 等忙完这一紧急
阶段后再陪妻子住院。

贤惠的妻子同意后 ， 张旻对所
有人隐瞒了这件事 ， 直到 4 月 8 日
武汉解封 ，“疫 ”情好转 ，他才向领导
报告了情况 。 领导立即安排他休假
陪妻子去医院 。 领导还轮流去探望
和帮助张旻的家人 ，并送去慰问金 ，
安排同事去医院帮忙照顾张旻的妻
子 。 张旻的妻子目前还在省立医院
治疗 ， 一个月基本要做一次靶向治
疗。 张旻细心照料着妻子，接送女儿
上学放学。

张旻 80 多岁的老父亲患有肺病，
做完手术后身体一直不好。 张旻忙里
忙外顾不上的时候， 读高中的女儿张
乐怡便承担起照顾爷爷的重任。

“我不怪他，反而真心支持他。他是
我的好老公，更是群众的好儿子、好兄
弟。 ”李莉说。

·百姓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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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正：人活着，就该多干点事
■ 姚文正 口述

本报通讯员 陶虎

本报记者 汪国梁 整理

我是原解放军合肥炮兵学院副教授，十
几年前退休后移交安置合肥市军休五所休
养。 说是退休，其实是退而不休。 我始终把
“奉献是灵魂之源”作为人生信条，这些年来
继续在学院第二课堂担任教师，并长期坚持
为群众义务维修家电。

第二课堂的设立， 要从 1989 年 3 月 5
日说起。 这一天，学院派我和几名教员带着
学员代表，在安徽大剧院设点为群众修理家
电。活动中，我发现学员们全在擦汽车、扫马
路，动不了电器，反映出实践教学的薄弱。作
为实践教育教员，我对此感到很内疚，觉得
有责任把他们组织起来学习，培养电子兴趣
爱好，提高实际操作技能。

回到学校， 我立即开辟了第二课堂，每
周两晚为学生义务传授家电维修技术。 20
名学员组成无线电小组， 一边学习电子技
术，一边参加社会实践。接下来的 3 年里，无
线电小组学员利用周末走街串巷，在学校周
边开展义务维修家电活动， 深受群众好评。
这届学员毕业后，来第二课堂学习的学员年
年不断，最多时一届超过 400 人。 义务维修
家电活动也延续至今，形成弘扬雷锋精神的
强大正能量。

2006 年我退休时， 院长来第二课堂查
看，表示要将第二课堂纳入选修课。 选修课
一开，机械、物理、电子等专业教员都希望来
开新课。 我索性将“第二课堂”更名为“能力
夜校”，利用下午第七八节课、晚自习和双休
日等时间，培养学员自主学习能力和实践精
神。 为办好“能力夜校”，我退休后和退休前
几乎一样工作， 每天都忙于教学和维修家
电，节假日更忙，每年上课约有几百课时，每
年参加学习的学员都有一两百人。 至今，从

“能力夜校”毕业的学员已有 2000 多名。 其
中一些学员通过国家职业标准考试，拿到了
家用电器维修工四级证书。

近年来，教育改革朝着注重创新能力培
养、挖掘潜能、素质教育的方向前进，“能力
夜校”也与时俱进，相应侧重电路分析、单片
机应用等课程的学习和实践，培训学员在机
器人、电子设计、智能车大赛等活动中发挥
技能，提高创新思维和动手能力，取得了可
喜成绩。

在办“能力夜校”的过程中，我继续为群
众义务修家电，并定了三条守则：不收礼，不
收服务费；修理过程中失误，自负其责；坏了
的元器件归还用户。2018 年 10 月，学院在院
外东至路建立学雷锋实践基地，院党委让我
作为排头兵开设一个窗口。 我欣然同意。 从
2018 年 11 月 3 日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我
带领“能力夜校”学员为周边群众修理家电
1700 多台次。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院外义
务修家电服务暂停了一段时间。 但在院里解
封、允许家属外出买菜后，我立即到东至路
“复工”。 我还经常给困难群众特别是贫困学
子捐款捐物，疫情期间一次性捐款 1 万元。

从修修补补到捐款赠物，从住宅小区到
偏远农村，我从助人为乐中找到了人生的价
值。 人活着，就该为社会多干点事。 尽心尽
力、为民服务、奉献社会，这就是革命军人、
共产党员的人生追求和价值所在。

（本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文，来稿可发
送至电子邮箱：ahwdtygs@163.com）

“无声导游”手语解说花戏楼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曾莹莹

4 月 11 日， 亳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手语
推广项目组，组织部分在校聋生到城区景点
花戏楼，化身“讲解员”，录制景区规范手语
解说视频，帮助残疾人就业，助推聋人群体
融入社会。

由于听力的限制以及景区无手语讲解
员的现状，热爱旅游的听障人群很难了解到
景点的文化内涵。 为此，亳州市特教学校策
划了手语解说视频的拍摄项目，选出 9 位聋
生参与拍摄，希望能为听障人群提供旅游手
语服务。

亳州花戏楼始建于清顺治十三年，是第
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砖雕、木雕、
彩绘闻名遐迩。 拍摄过程中，聋生们用丰富
的面部表情、形象的肢体语言，在无声的世
界里带着聋人朋友们领略传统建筑艺术砖
雕的灿烂与辉煌，让特殊群体朋友共享优质
文化资源。

“聋人听不到解说，每次旅游都要先查
好相关知识，也很难碰到手语导游。 这是聋
人旅游面临的大问题。”旅游团中，来自信阳

特殊教育学校的教师说。
“孩子们太棒了，手语表情翻译非常到

位！我从河南信阳来，双耳失聪，幸得孩子非
常详细的讲解， 才真正了解了花戏楼的典
故，收获很大。 ”讲解结束后，几位参观者兴
奋地用手语表示感谢。

据项目组负责人赵庆春介绍， 在拍摄
前，“特教学校的老师们带学生实地参观，在
学校开设景区介绍专题讲座。因为景区的历
史文化、人物典故专业性较强，学校还邀请
了扬州特教学校手语专家一对一指导学生
进行手语练习、试拍。 ”赵庆春说。

据了解，下一步，项目组计划实现手语
视频解说在亳州景区的推广与实际应用。聋
人游客将通过扫描景点的二维码读取相应
数据，获得手机自助导游服务。另外，还将考
虑与相关部门合作，让“手语导游”来到景区
与聋人游客互动，提供手语服务，从而帮助
残疾学生就业。

“只要他好，再苦再累也不怕”
■ 本报记者 张敬波

本报通讯员 夏忠羽

4 月 6 日中午 10 点多钟， 黄立秀扶着
丈夫马小羊起床，为他穿上棉衣棉裤，搀着
他来到客厅。 待丈夫坐定后，黄立秀拿来一
瓶牛奶，插上吸管递给他喝，并细心地帮他
擦去嘴角溢出的牛奶，轻声叮嘱：“慢慢地吸
啊，当心呛着！ ”

今年 59 岁的黄立秀是郎溪县凌笪乡凌
笪街道居民。 7 年来，她悉心呵护着因脑溢
血导致行动不便的丈夫。

2014 年， 马小羊突患脑溢血而重度昏
迷。 出院后，在黄立秀细心照料下，丈夫的
意识渐渐清醒，能吃点流质食物，大小便也
通了， 但是生活不能自理， 也无法跟人交
流。 “因为脑神经受损，他有时候还会神志
不清，在家大喊大叫，还经常大小便失禁。 ”
黄立秀说。

丈夫吞咽功能差， 黄立秀怕他噎着，就
把蔬菜、肉剁得碎碎的，饭煮得软烂喂给他
吃；丈夫整天流口水，黄立秀每天放好几条
毛巾在丈夫床头，每天换洗枕套，每星期洗
一次被子，还经常给丈夫洗澡。“他 1 米 8 的
个头，160 来斤，给他洗澡真的很难。 他半天
坐不下去，坐下又起不来。 我只好让他用胳
膊抱住我的脖子。我用力才能把他从浴盆里
搀起来。 每次帮他洗完澡， 我身上的伤就
疼。 ”黄立秀说。

其实黄立秀身体也不好。 1993 年 9 月，
她不幸遭遇重大车祸，肋骨断了 7 根，双腿
膝盖骨折。她经过救治，保住了命，但从此留
下了浑身的伤痛。她的双膝常年红肿，腰椎、
胸椎、颈椎经常疼痛难忍，但她还是忍着病

痛照顾丈夫，生怕他冻着饿着。一次，黄立秀
因为颈椎病发作，头晕目眩、上吐下泻，躺在
床上不能动弹，但到了中午，还是强忍着病
痛顺着墙壁摸到厨房，为丈夫下面条，晚上
又为他煮水饺，帮他洗好上床，自己才躺下。

因为丈夫每天夜里每隔一个多小时就
要上厕所，几年来，黄立秀没有睡过一个安
稳觉，常年双眼红肿。丈夫喜欢喝排骨汤，她
就经常买来排骨炖得烂烂的给他吃，自己却
不舍得多吃一口。

为了让丈夫活得有精神、有尊严，黄立
秀还买来理发工具，帮丈夫理发、剃胡须，定
期帮他剪指甲，把他浑身上下收拾得清清爽
爽。 黄立秀每天除了为丈夫按摩外，还抽出
时间训练他走路，教他用勺子吃饭。 她还在
院子里种植了多种花，天气好的时候用轮椅
推着丈夫出来晒太阳、赏花。

因为黄立秀的精心照顾，多年来，马小羊
身上没有生一处褥疮。 如今他的右腿和右手
基本能正常活动，能走到客厅自己吃饭，能自
己上卫生间，脸上的气色也越来越好了。

前几年，黄立秀家除了低保费，没有别
的经济收入，只能靠在外地工作的两个儿子
接济，但是要强的黄立秀总是想法设法在附
近打工挣钱，采茶叶、摘蓝莓。 2019 年，黄立
秀在家门口的一家超市找到一份工作。

“政府给我们办理了低保，还免费帮我
们夫妻俩办理居民医疗保险。现在我每月工
资 1500 多元， 老马每月有 100 多元的养老
保险金，加上低保补贴 800 多元，我们每月
有 2000 多元的固定收入。 家里的收入除了
给他买些营养品，剩下的够用了。 ”黄立秀
说，“现在生活慢慢好起来了。 只要他好，我
再苦再累也不怕。 ”

20 多年来，他安全行驶
140 多万公里无重大交通事
故，无邮件丢失。 抗疫期间，
他在患病妻子的支持下，奋
战两个多月， 紧急运送抗疫
物资。日前，他被评为安徽省
“最美职工”———

人间真情··走近最美职工②

一位“信使”的担当

荩 4 月 17 日，六安市第二届青少年机
器人竞赛在六安城区科技馆进行， 来自
全市的 264 支队伍 570 余名选手按照小
学、初中和高中组别，分别参加机器人综
合技能、机器人创意、RIC 创新挑战赛等
10 个项目的角逐。 图为参加WER 工程
挑战赛的小选手们在调试机器人。

本报通讯员 田凯平 摄

�� 22002200 年 33 月，，张旻运输
抗疫物资到武汉。。 合肥邮区
中心局供图。。 （（资料图片））

荨 4 月 17 日， 淮北市第六届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在该
市梅苑学校举行。 比赛共设置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工
程挑战赛、创新挑战赛、少儿编程等 9 个项目。全市中小
学 20 支代表队 300 余名青少年参赛。 图为选手们在专
心致志组装调试机器人。

本报通讯员 于金龙 摄

竞逐“机器人”
催生科技梦

·成长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