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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宥力 王煜鹏

12 月 29 日一大早，从海东市民和

回族土族自治县县城出发，一个半小

时，终于抵达此行的目的地——杏儿

藏族乡日扎村。

通往日扎村的路并不好走，从乡

政府到日扎村的 12 公里蜿蜒的盘山

路，连续的急转弯，狭窄的羊肠道……

直到看见迎风飘扬的党旗，我们悬着

的心才放下来，日扎村上下社的安置

点到了。

但我们并没有找到日扎村党支部

书记安多杰，从村民口中得知，安书记

去县城打针了，现在是驻村第一书记

杨勇主持工作。

战斗堡垒聚人心

杨勇深棕色的皮鞋上落了一层厚

厚的尘土，显然他已经很多天没有擦

过鞋了。“我们村是全乡受灾最严重的

一个村，全村 159 户中 115 户房屋严重

受损……”杨勇对一组组数据如数家

珍。

这时，73 岁的白项加正提着铁桶

从板房里走出来，看到杨勇，他赶紧放

下铁桶，把一双沾着煤灰的手在衣服

上擦了擦，握住杨勇的手说：“书记，吃

了没？家里刚烙了馍馍。”

“吃了吃了，煤够烧不？”简单的对

话，却是满满的相互关怀。

“地震发生后，我们和村两委的干

部、4 个社的社长第一时间成立抗震救

灾小组，全面统筹排查、安置、物资分

发等事项，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杨勇

说：“老支书安多杰是我们的榜样，处

事冷静，思虑周全。”

杨勇介绍，地震中断了日扎村的

部分路段，给救援带来极大的难度，是

安书记最先想到必须第一时间通路，

才能保证物资及时送达，也是他多方

联系，带领党员群众连夜打通了一条

“生命路”。

杨勇永远忘不了，这个 60 多岁的

老 支 书 迈 着 并 不 利 索 的 双 腿 四 处 奔

忙、扯着嗓子一遍又一遍安抚受灾群

众、拿着电话焦急地询问救援物资相

关情况时的背影，很少流眼泪的他眼

睛竟一次次地湿润了。那一刻，认真

负责、敢于担当的老党员形象在他的

心中变得无比高大。

在摸排和等待物资的日子里，杨

勇和工作队员总想着为这里的村民多

做些什么。他们连夜向单位汇报，希

望能以最快的速度、最大限度地向受

灾群众协调救援物资。

点点繁星下，他们借助着手电的

光亮艰难地行走在日扎村坑洼不平的

道路上，冷月寒天中，他们把党和政府

的关怀及时送到受灾群众身边。仅仅

7 天，杨勇熟悉日扎村的沟沟岔岔就像

熟悉自己的掌纹一般。杨勇说：“关键

时刻我们得顶得住，凝聚在一起，成为

群众最坚实的依靠。”

中流砥柱得人心

临近晌午，安置点广场上忙碌起

来，年轻的妇女开始为安置点的村民

准备午饭。三口大锅里的开水已经沸

腾，火膛里的劈柴啪啪作响，安置点迎

来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大锅饭。

两口大锅里土豆炖肉色香味俱全，一

口小锅里奶茶飘香，这顿午饭注定美

味。

“饭香不香？”年轻小伙安周加问

记 者 ：“ 我 和 我 的 兄 弟 们 做 得 比 这 还

香。”

“这话没毛病。”一旁的胡公布连

忙搭话。

胡公布略有些骄傲地告诉我们，

他的兄弟们一个比一个能干，不但饭

做得好吃，也特别能吃苦。“地震发生

后，村干部一个比一个忙，我们年轻

人也没闲着。运送物资，搭建帐篷，

烧火做饭，样样都干。我们有个微信

群 ， 叫 ‘ 兄 弟 联 盟 ’， 安 周 加 是 群

主，是他最先提议群里的 23个人每人

捐 50元钱，给大家采购食品；也是他

最先提议架锅做饭，让乡亲们吃上热

乎饭。”

胡公布说的事我们在安置点老人

的口中得到了证实。物资运送不上来

时，是村里的年轻人自发组织起“三蹦

子运输队”，一趟接一趟地去乡政府领

物资；村两委人手不够时，是村里的年

轻人自告奋勇分担工作；谁家碰到困

难 时 ，也 是 村 里 的 年 轻 人 帮 忙 解 决 。

“这些娃娃们出了大力，帮了大忙了。”

老人们说着，竖起大拇指。

有着 3年党龄的胡公布是“兄弟联

盟”中惟一的党员，这段时间他比其他

年轻人更积极、更勤奋、更吃苦，他时

刻以一名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胡公

布的表现，老党员们看在眼里，兄弟们

也看在眼里。当记者让他谈谈这些天

来的感受时，他说：“我是一名年轻党

员 ，首 先 做 到 的 就 是 一 切 听 党 指 挥 。

这段时间，我深刻地体会到一名共产

党员的使命担当。”

站在一旁的杨勇默默地听着胡公

布的一席话，他更加坚信日扎村的明

天会越来越美好，因为他们有像安多

杰一样无私奉献的老党员，也有像胡

公布一样一心向党的年轻党员，这个

集体何愁没有凝聚力。

无私奉献暖人心

“小马，你啥时候回来，有人给你

送来了两个馍馍。”电话那头，同事吕

富英问道。

“我还得两三个小时。”杏儿藏族

乡人民政府组织委员马燕匆匆忙忙挂

掉电话，又忙着去对接其他事了。

一 上 午 ，马 燕 在 不 停 地 接 电 话 。

有对接物资的，有联系工作的，也有嘘

寒问暖的……地震以后，这样的工作

节奏成了马燕的日常。

马 燕 是 乡 政 府 出 了 名 的“ 女 汉

子”。这些天，她要么是在入户调查的

路上，要么是在对接物资的途中。连

日的操劳让她眼睛里挂满了血丝，嘴

唇裂开了口子，声音略显沙哑。

马燕也是乡亲们眼中出了名的负

责任，特别是在地震发生后的这段时

间。只要物资一到位，无论是白天还

是晚上，她总会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

求第一时间对接、调配、发放，一刻

也 不 敢 耽 搁 。 因 为 她 知 道 ， 慢 一 分

钟，乡亲们就会挨饿受冻一分钟。因

此，她像一只不知疲倦的陀螺不停地

转 着 ， 而 抽 打 陀 螺 的 鞭 子 正 是 她 自

己。

当我们想要采访她的时候，她却

腼腆地说：“没啥好说的，这都是我的

工作，更何况我是一名党员。我的同

事吕富英，她克服了更多的困难，更不

容易。”

在马燕的引荐下，我们在乡政府

的物资发放处见到了正在盘点物资的

吕富英，旁边跟着一个听话、懂事、可

爱的小男孩。

“妈妈，你和我说句话嘛！”

吕富英心疼地摸了摸孩子的头，

满眼疼爱地对孩子说：“宝贝乖，自己

先玩一会儿，等妈妈干完工作陪你说

好多话。”

在尘土飞扬的大风中，吕富英仔

细地清点完物资，登记入册，这才长舒

了一口气，和我们聊上几句。

“这个岗位责任大，要细心，每一

件物资的出入都要明确，这是捐赠人

士的爱心，我们不能辜负。”谈到孩子，

吕富英哽咽了：“顾不上他，更多的时

候都是他自己在玩，吃饭大多时候是

同事在照顾，我忙到很晚，孩子有时就

在沙发上睡着了……”只言片语中，包

含着无奈和心酸。

今年 12 月 2 日，吕富英刚刚成为

一名正式党员，但她说：“还是一名预

备党员的时候，我就在以党员的标准

时刻要求自己，更何况是在这种关键

时刻。”

刚刚还满眼噙着泪水的她，此刻

眼神无比坚定。阳光映射着她胸前的

党徽，“为人民服务”五个字熠熠生

辉。

——海东市民和县杏儿乡党员群像

胸前那枚熠熠生辉的党徽

本报记者 王煜鹏 摄

本报记者 牛玉娇 王有婧 才让东珠

“叔叔，你在干什么？”

“我在检查灭火器呢。”

“可以一起吗？”

“好呀，来吧！”

“这个指针在绿色区域，就表示灭

火器正常……”

12月30日中午，在海东市循化撒拉

族自治县道帏藏族乡牙木村受灾群众安

置点，一群孩子跟在“消防员叔叔”杜新辉

和多吉才让的身后，一起进行防火巡查。

“阿克（藏语，叔叔），你家的三轮

车挡住疏散通道了，要开走。”

“阿聂（藏语，爷爷），板房里不能

吸烟，有危险。”

巡查中，孩子们一会儿帮忙敲门，

一会儿学着消防员的样子“检查”灭火

器，还不时地当起了“小翻译”，让普通

的巡查热闹了不少。

“小巡查队”中年龄稍大的是11岁的

闹日才让，他昨天刚从学校回到安置点过

元旦假期，一到新家，就和弟弟妹妹跑到

消防执勤点和消防员叔叔玩耍起来。

“消防员叔叔很伟大，地震后救了

很多人，我喜欢他们。”带着好奇，闹日

才让一直跟在消防员叔叔身后，一路

上帮忙拿记录本、敲门。

杜新辉说，孩子们每天都会跑到

执勤点来，有时会在执勤点吃饭，有时

跟 着 消 防 员 做 游 戏 。 晚 上 执 勤 巡 查

时，孩子们也会跑过来，手牵手一起在

寒夜里“巡查”。

从28日开始，杜新辉和多吉才让在

牙木村安置点执勤。刚到这里，他们就

在每间板房的门上张贴了防火安全提

示，并入户讲解安全用火用电知识。“牙

木村有很多老人和小孩，为他们做好服

务是消防执勤的重点工作。昨天，我们

用板材搭建了一块‘煤渣倒放点’，保障

大家安全过冬是我们的职责。”

村民从帐篷搬进板房，生活设施

正在完善，看到干部人手不多，杜新辉

和多吉才让主动搭建临时公厕，记者

离开安置点时，已经搭建起 2 所公厕，

到晚上他们要安装完成 5所公厕。

干活儿的过程中，6 岁的拉浪闹布

总喜欢黏着多吉才让，多吉才让也总

是熟练地抱起他，两个人脸贴着脸，非

常亲切。

多吉才让是循化县文都藏族乡人，

这次家乡受灾，他和队友冲锋在前，守

护着家乡人民。来到牙木村，他结识

了很多孩子，其中 6 岁的拉浪闹布和他

最亲，走到哪儿都是大手牵小手。

多吉才让说：“我的孩子 5 岁，看到

他们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很亲

切，我们早就成了一家人。”

“对，我们是一家人，我长大也要

当消防员。”

“你们现在已经是小小消防员了

……”

杜新辉、多吉才让和孩子们在板

房中聊着天，不时传来阵阵欢笑……

大手牵小手
和谐一家亲

▲ 杏 儿 乡
日扎教学点，马
燕 和 孩 子 们 玩
耍。

杨勇和驻村工作队员了解安置点村民生活情况。

和
消
防
员
叔
叔
一
起
防
火
巡
查
。

本
报
记
者

牛
玉
娇

摄

本报记者 王宥力 王煜鹏

吕 寿 兴 的 调 料 铺 准 备 重 新 开 张

了。12 月 30 日，难得有空闲时间，他和

妻子忙里偷闲去铺子里收拾货架，准备

货品。

这段时间，他忙着乡亲们的事，无

暇顾及自家铺子。我们来到海东市民

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官亭镇官东村安置

点时，他也刚进家门。

他家的板房收拾得井井有条，桌子

上摆满了水果、馍馍和各种肉食，吕寿

兴热情地招呼我们吃点饭、喝点茶：“记

者同志们，你们辛苦了，没啥好的，垫垫

肚子吧。”一边说一边把筷子塞进我们

手里。他的妻子在一旁忙着添茶倒水：

“刚安顿下来，你们别客气。”

显然，这是一家热心人。

吕寿兴的确热心。地震发生后，原

本住在铺子里的他带着妻子和小孙子

赶回村里，他们在慌张奔跑的人群中没

有发现邻居祁正兰祖孙俩的身影。他

和妻子慌了，逢人便问：“看见祁正兰和

娃娃了没？”一边问，一边匆忙掏出手机

联系邻居一家人。

突然，他们在寒风中看到了瑟瑟发

抖的祖孙二人。“老祁，电话咋打不通

嘞？把人急死了！快上车，快上车，别

把娃娃冻坏了。”就这样，两家人挤在一

辆车里，艰难地度过了第一个夜晚。

接下来的几天，吕寿兴每天都帮着

村两委的干部领取、分配陆续到达的物

资。虽然他只是这个村普普通通的一

员，但是村民信任他，经他手分发下来

的物资，村民没有任何异议：“寿兴是个

公道人，他不会弄虚作假。”

从一个负责十几户的组长到负责

全村 140 多户的班长，是村民把吕寿兴

推 上 去 的 。 他 感 觉 肩 上 的 担 子 更 重

了。他知道，选他当这个班长是给予他

足够的信任，越是这样，他越不能辜负

村民的心意。物资到达后，他一刻也不

敢耽搁，早上到就早上发，半夜到就连

夜发，每一件物资分发出库，都要有村

民的签字。虽然手续有些麻烦，但村民

都理解。

没日没夜地不知道干了几天，吕寿

兴才想起来，需要回家看看。一天早晨，

当他拖着疲惫的身体走进自家活动板房

时，儿媳朱淑芬吓了一大跳，她差点没认

出眼前这个胡子拉碴、双眼肿胀、满身灰

尘的人是自己的公公：“爸，你咋了？累

成这样，你不要命了！”

“这丫头，咋说话呢，总要有人担起

乡亲们的事。快拿些馍馍，一天一夜没

吃了。”说着，瘫软在床上。朱淑芬一边

赶紧倒茶端馍馍，一边背过身偷偷擦去

了挂在眼角的泪水。

她理解公公，他就是这么一个热心

人，她能说什么呢？

几天前，三社村民吕西青的妈妈和

婶婶没有落脚的地方，吕寿兴从村党支

部书记口中得知情况后，顶着被左邻右

舍埋怨的可能，硬是在四社村民的帐篷

里塞进去两个人。他说：“都是乡亲，要

是不管良心上过不去。”次日凌晨，身在

西宁的吕西青接到妈妈的电话，知道是

吕寿兴帮助了他们，一直心存感激。他

说：“不管到啥时候，我都不会忘了他们

一家人在危难时刻给我家人的帮助。”

这几天，到民和运送物资的吕西青

专程来感谢吕寿兴，两双手紧紧握在一

起，此刻虽无言，却有一股暖流流淌在

彼此的心间。

““总要有人总要有人
担起乡亲们的事担起乡亲们的事””

◀ 吕 富 英
认真清点物资。

▶板房里，
热腾腾的馍馍
出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