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③ 杨德勇在工
作。本报记者 周昕 摄

④ 出租车司机徐国信。
本报记者 张适清 摄
⑤ 李佳（左）接待群众咨询。

本报记者 马忠 摄
⑥ 正在帮顾客挑菜的岳亲宣。

本报记者 王雨婷 摄
⑦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烯烃一分公司职

工坚守岗位。 本报通讯员 赵寅 摄

① 银川市河东机
场北收费站工作人员在岗
坚守。

本报记者 乔新宇 摄
② 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分

局金凤区二大队副大队长王辉指
挥交通。 本报记者 陈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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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日 6时，天还未亮，银川市兴盈出租
汽车有限公司出租车司机徐国信已经坐在了
他的出租车里。

街道上空无一人，只有路灯和偶尔驶过的
清洁车，徐国信像往常一样忙碌着：每天出车
前他都要仔细做好车内卫生，检查车辆发动
机、轮胎、机油等是否正常，然后，他打开车内
的暖风和广播，准备迎接新年的第一拨乘客。

从塞上骄子小区出发后，徐国信专注地看
着前方，目光时不时扫过后视镜，观察路边有
没有人招手打车。行进到凤凰街一个路口时，
一位带着孩子、拎着大包小包的女士匆匆忙忙
招手，徐国信很快靠边停车，帮她把行李放进
后备厢。

“新年好！”“师傅，新年第一天这么早就出
来工作。”“我们就是保障大家的出行，早就习
惯了，你们这是去哪？”“去火车站，趁着元旦请
两天假，带孩子出去逛逛……”徐国信稳稳地
开车，不一会儿就到了目的地。

“这份工作干了 20多年，三区两县的地图
早就刻在了脑子里，只要乘客没有特别要求，

我都能以最优路线和最快时间将他们送到
站。”徐国信骄傲地说。

徐国信的出租车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
一个小小的社交空间。在这里，他听过无数的
故事，见证了人们的喜怒哀乐，也作为“代言
人”为外地来宁游客宣传过家乡。“有时候开
车会遇到外地游客向我们咨询本地的情况，
公司为我们培训过如何讲解相关情况。今年
夏天我接了 3位福建游客，他们一上车就问
我宁夏各个旅游景区的情况，我结合自己了
解的情况为他们讲解了一些宁夏的历史和景
点，没想到他们下车前包了我的车出游。”徐
国信笑着说，“既能赚钱，还能为宣传家乡出
一份力，很开心。”

多年开车，徐国信早已习惯了“在路上”的
节假日生活，“节假日人多，生意比平时要更好
一些，舍不得休息。”说起工作的体会，徐国信
感慨万千，“我们载着乘客们到各个景点，却很
少有机会陪家人去景点逛一逛，但这就是我们
的工作。每次把乘客安全送到目的地，听到他
们的一声谢谢，就觉得一切都值了。”

固定的时间、熟悉的街道，似乎已被深深刻印在环
卫工人杨德勇的脑海里、行动上。

杨德勇今年 56岁，干环卫工作已经 8年了。2024年
12月 31日他忙碌了一天，19时才收工，回家后匆匆吃了
几口饭，就早早睡下了。1月 1日醒来时凌晨 3时，转眼
就要到大街上打扫卫生了。

凌晨 4时 30分，杨德勇准时走出家门。此时此刻，
他的同事马喜志也从家出门了。他们从不同的方向奔
赴的却是同一条街道，“我们俩负责的是北京东路阳澄
巷口主干道南北两侧的非机动车道卫生。”见到记者时，
杨德勇腼腆地比画着清扫范围。

杨德勇和马喜志早早赶到了阳澄巷，他们先用大扫
把清扫了一遍路面，又换成小扫把，沿街把藏在死角的
垃圾清扫出来。紧接着是路面巡查，第一时间清理出现
在路面上的垃圾。打扫了一遍又一遍，他们的额头上沁
出了一层薄汗。

“越到过节时，我们的工作越不能停。”杨德勇的话
语简单而朴实，却透露出对工作的热爱和责任感。

“大家每天早上起来，无论是上班、上学，还是出游，
第一眼看到干净整洁的街道，心里舒心，我们的辛苦也
是值得的。”今年 63岁的马喜志做环卫工作也有些年头
了，对他而言，坚守是环卫工人的常态。“我们的工作是
两班倒，工作安全等保障越来越全面，轻松多了。”说话
间，马喜志笑了笑，继续开始挥动起手中的扫把，烟头、
纸屑都被扫进簸箕里，他又继续前行，在巷子里、街道上
进行清扫。

7时，杨德勇和马喜志到爱心休息室吃了早饭后，两
人又上路了。“我们今天上的是早班，一直干到 13时 30
分，再和两名同事替换接班。”杨德勇说。

做环卫工作多年，无论是杨德勇，还是马喜志，感触
最深的就是路面垃圾越来越少了，乱丢垃圾的人也少
了。让他们心里备感温暖的是，社会对环卫工人越来越
关注、认可，他们也收到了社会组织和爱心人士的关心、
关爱，“今年我俩都参加了政府组织的免费体检。”杨德
勇说。

我们的新年第一扫
本报记者 周 昕

1月 1日 6时 30分，天微微亮，银川市各大
主干道路车流涌动。7时许，银川市公安局交
通警察分局金凤区二大队副大队长王辉早早
赶到了办公室，梳理起当天的工作。

“七点半就要进入早高峰，我们要尽快赶
到路口疏导交通，确保新年群众出行顺畅、平
安。”说话间，王辉已经联系好了金凤二大队执
勤辅警王军博、谢莉，一起赶往正源南街与黄
河东路交叉口。

7时 30分，正源街至黄河路路口已车流
如织。

“早高峰时间为七点半到八点半。除了确
保道路通畅，避免事故发生，民警还需负责路
口劝导非机动车上电动车牌、路口驾驶员满分
复训、审验等工作。”边说着，王辉边走向了路
口中心，吹响了新年“第一哨”。

谢莉、王军博也拿着喇叭，开始对路面上
的其他违法行为、危险驾驶行为进行劝导。遇
到老年人及其他出行不便者，及时护送他们安
全通过马路。

此时，太阳还未完全出来，他们警服上的

那抹“荧光绿”在晨光里熠熠生辉。
8时 20分，车流量逐渐减少，路上的电动

自行车却越来越多。“今天，是我区电动自行车
管理规定实施的第一天，我们的另一个重要任
务就是提醒市民骑行时遵守交通法规。”王辉
告诉记者。

“新年好，骑乘电动自行车请您佩戴好头
盔，这也是保护您的生命安全。”说话间，王辉
与王军博发现一名骑行者不仅未佩戴头盔，其
使用的电动自行车也未按规定悬挂号牌。拦
下这辆车后，王辉、王军博跟这位市民讲解相
关规定及处罚措施。“您看这位市民的做法就
很规范，有头盔、有号牌，骑行时操作没有问
题，也没有双人骑乘，是大家学习的榜样。”王
军博指着另一位市民说。

9时，早高峰岗位执勤告一段落，王辉和同
事们稍作休息，便继续开展平峰执勤等勤务。

“截至目前，大队还没有接到交通事故的
警情，道路交通整体平稳有序。”王辉说，新年
第一天，银川交警民辅警全体在岗，守护出行
平安“不打烊”。

1月 1日，银川市金凤区阅海便民农贸市场忙碌依旧。
岳亲宣和往常一样，熟练地将电动三轮车停在摊位前，和妻
子一起将一箱箱蔬菜搬下来，整齐摆放在不同位置。今天的

“招牌”是西红柿，西红柿被放在了摊位最显眼的位置，形成
一座小山，不一会儿，就吸引来了好几位顾客。

岳亲宣在阅海便民农贸市场卖菜已有两年多，积攒了很
多老顾客。

“岳老板，今天的西红柿怎么卖？”
“3块钱一斤。”
“我来点，再搭点芹菜，这一把菜我只买一半行不？”
“没问题，老见着你来，你自己挑。”
天气寒冷，呼气成雾，但岳亲宣面带微笑，一边热情地招

呼顾客，一边帮着挑菜、装袋、称重，出了一头的汗。顾客来
来往往，不多时，西红柿堆起的“小山”便整个瘦了一圈。妻
子凡玉兰见状，又从摊位后面端出来两箱。

在岳亲宣的记忆里，阅海便民农贸市场生意一直很好，
有100多家商户，从水果、蔬菜到熟食点心，货品很丰富。

“我和老顾客们，已经处得像老朋友了。”岳亲宣说。
当记者问及其新年第一天的安排时，他笑着说：“和平时没

啥区别，照常卖菜。我要是休息了，老顾客就吃不上我的菜了。”
“那什么时候才会休息呢？”
“春节时我会休息几天，因为那时候农贸市场不开门。

只要市场开着，我就不休。”岳亲宣说。
岳亲宣的摊位不大，但蔬菜种类非常丰富，他卖菜最大

的追求就是新鲜。他每天都会去贺兰县的蔬菜基地挑选当
天摘回来的新鲜菜。根据季节，他卖的菜品也会有变化，冬
季以西红柿、黄瓜、茭瓜为主。

“卖菜虽然很普通，但是知道我家的菜得到了好多顾客
的认可，就很有成就感。每天忙着，心里也觉得充实。”对岳
亲宣来说，现在的生活称得上圆满。家里一共五口人三代同
堂。新年第一天，他唯一的心愿就是早点卖完菜，和家里人
一起吃顿晚饭。他特意从菜摊上挑选了几个又大又红的西
红柿，准备回家做菜用。

“新年也没什么别的期许，就希望自家人和顾客们都能
吃到新鲜的放心菜。”岳亲宣说。

菜摊上的喜悦
本报记者 王雨婷

1月 1日一早，银川市西夏区司法局朔方路司
法所所长李佳已经进入工作状态，她认真梳理着案
件的证据材料。

“今天还有人给我们解决纠纷吗？”“有啊！我
们值班，您需要什么帮助。”

说话间，西夏区怀远夜市商户刘永军、冶志
强、徐红斌来到了朔方路司法所寻求帮助。“先坐
下，慢慢说。”李佳引导 3人到调解室，开始了解
情况。

3位商户的麻烦事还要从 2023年 7月说起。当
时他们与银川市某公司签订了一不夜城美食商街
合作协议，当时公司承诺每个摊位每天给予 300元
经济补贴，但承诺并没有兑现，该公司分别拖欠刘
永军 7200元、冶志强 24300元、徐红斌 7200元摊位
费。了解清楚情况后，李佳与调解员韩建国立即联
系涉事公司开展调解。

调解工作很快取得进展，涉事公司按照合同约
定当场全额支付拖欠商户的补贴款。

刚送走了 3位商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又
响了起来，这通电话是朔方小区居民毛秀琴打
来的。

毛秀琴向李佳诉起苦：“我住的是老旧小区，下
水管道老化严重，经常堵，本想着和楼上邻居商量
好一起更换下水管道，没想到他们嫌价格高，又不
愿意了。”“这事确实挺闹心，但是你别急，等我们一
起商量。”放下电话后，李佳先后拨通了社区和派出
所的电话，“这个事，我们开个会，一起调解下。”

为了毛秀琴的闹心事，李佳牵头，和社区、派出
所、业主、施工人员开了协商会。经过反复调解，得
到了相关业主的理解和支持，均同意每户承担 1300
元更换管道的费用，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看着大家解决完问题后轻松的笑颜，李佳也
笑了。

“希望新的一年，我能充分发挥调解经验，为群
众解决更多烦心事闹心事。”李佳说。

调解室里的心愿
本报记者 马 忠

朝阳升起，又是万象更新之时。
新年第一天，天刚破晓，朝晖洒向大地，本报记者奔赴基层一线，探寻城市中那些

最早的律动，用镜头与笔触捕捉着奋斗者的身影。
环卫工人杨德勇和马喜志凌晨5时就挥动着扫帚，“唰唰”声打破寂静，奏响了城

市晨曲；出租车司机徐国信迎着晨光出车，穿梭街巷，搭载乘客驶向新旅程，化作城市
流动的风景；交警王辉、辅警王军博和谢莉应对交通早高峰，用标准的指挥手势引导
往来车辆有序通行，似城市脉搏的守护者。岳亲宣夫妇忙碌在农贸市场，鲜嫩的蔬菜
引人驻足，让前来采购的市民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所到之处，所见之景，都是平凡的奋斗者。
“听到他们的一声谢谢，就觉得一切都值了”“越到过节时，我们的工作越不能停”

“七点半就要进入早高峰，我们要尽快赶到路口疏导交通”“我希望充分发挥调解经
验，为群众解决更多烦心事闹心事”“我要是休息了，老顾客就吃不上我的菜了”……
这些朴实的愿望，饱含着对工作岗位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平凡的身影，为寒冬添暖，为新年注入了力量和希望。
愿城市常沐暖阳，我们皆得所愿，前路坦荡。

迎着曙光努力奔跑
本报记者 李 锦

清晨第一抹“荧光绿”
本报记者 陈 思

“在路上”的节假日
本报记者 张适清

接续奋斗
每个人都是主角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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