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天清晨，我都会随着晨练的人群
走上板障山山地步道。自从今年2月步道
一期向市民开放之后，这里很快就成了
珠海的“网红打卡地”。这是一条宛若蛟
龙般环山盘旋的空中步道，堪称珠海的
城市阳台，全城风景一览无余。若是天
气晴朗，还可远眺伶仃洋上繁忙的船只
和澳门的繁华街景。

我走步道，不为晨练，而是巡查安
全隐患。我戴着安全帽巡查，经常会有
市民问我什么时候能全线完工。我们都
在期盼这一天早日到来。一名建筑工
人，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自己参与建设

的工程顺利竣工，看到自己参与建设的
城市一天天变得更好。

今年是我参加工作的第 27 个年头。
中国无与伦比的基建能力令世界瞩目，作
为一名基建人，我感受很深。就拿我们公
司来说，单个项目的投资额从10年前的几
百万元，到后来的上千万元，再到上亿元，
甚至十几亿元、几十亿元。我们的施工工
艺也在不断迭代更新，机械化程度越来越
高，很多基建工人早已不再是简单的“出
大力的”，而是成了精密机械的操作师。
公司每年都会组织技能大赛，这几年，
BIM （建筑信息模型） 技术成了比赛的热

门项目，很多技术标兵脱颖而出。
从事建筑业，能够真真切切感受

到在共产党领导下，国家发展日新月
异。我随着一个个工程项目走遍全国，
很多地方过段时间再去就几乎认不出来
了。这离不开建设者的付出，作为千千
万万个建设者中的一员，我很自豪。

国家发展得好，小家才能幸福。在
工地上干了这么多年，我靠着自己的双手
在城市里买了房，有了积蓄，我很知足，
儿子去了部队，圆了他的从军梦，我们
一家都在追梦、圆梦的路上！

（本报记者 程远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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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自山东莘县，今年 33 岁，已在
外面打工 12 年了。我希望通过辛勤劳动
实现致富梦想。

2019 年，我来到北京建工市政集团，
参与了冬奥支线等多个重点工程建设。
现在，每月到手工资足有1万元，赶上重大
节点、劳动竞赛、考核奖励兑现或加班赶
工的日子，收入就更可观了。

为了解决参建人员的后顾之忧，项
目部为大家建立了统一的食堂。食堂配
餐与生产系统高度关联，大家甭管忙到
多晚，下了班总能吃上一口热乎饭；施

工生活区实行物业化管理，每天有专人
打扫，干净整洁的环境让工友们仿佛回
到了家；生活区内的便利店生活用品一
应俱全。

对我们农民工来说，劳务输出不仅
增加了收入，更增加了阅历，开阔了视
野。能够参与冬奥会工程建设，我打心眼
儿里自豪！冬奥支线是地铁 11 号线的一
部分，我所在的标段承担金安桥站、北辛
安路站两个车站及两段线路的施工任
务。2019年11月，工程正式开工，没想到
不久后疫情突然袭来。我们顶着疫情防

控和冬奥工程建设的双重考验，实现了金
安桥站主体结构提前一个月封顶。整个
标段施工进度和品质管控领跑全线，连续
4次收到业主单位表扬信。一想到这里面
有自己一份力，我就觉得特别骄傲。

两个儿子都知道我参建的是服务北
京冬奥会的重大工程，常和我说，长大
了要来北京体验爸爸修建的地铁线。我
跟他们说，不用等长大，今年年底这段
地铁线就将通车，到时候一家人一起坐
冬奥支线，去看滑雪大跳台！

（本报记者 贺 勇整理）

参与冬奥让我自豪
█ 刘丕国 33岁 北京 地铁11号线西段（冬奥支线）项目农民工

我送快递已4年，是大家口中的“快
递小哥”。

现在，网购成了男女老少生活中必
不可少的一环。寒来暑往、刮风下雨，
我和同事们的脚步从未停歇。每天，下
了单的消费者都期盼着我们的到来。

说实话，送快递这份工作很辛苦，
每天大概要干14-15个小时，派件260单
左右，旺季或“双 11”“双 12”“6·18”
购物节时，最多能到500单上下。那是一
年中我们最辛苦的时候，午餐往往来不
及吃。

干快递这行，会遇到各种心酸和委
屈。有的顾客或在单位受挫、或与家人
朋友发生不快，情绪不好，一旦包装略
有破损或等待时间稍长，便冲我们撒
气，甚至恶语相向。

最初，20 岁出头的我有些受不了，
真想撂挑子不干了。这时，经理开导我
说，三百六十行，行行皆不易。要学会
适应，积极面对。之后，我开始主动通
过电话和短信与顾客沟通，告诉他们快
递位置，检查物品是否完好，若损坏可
帮忙退件。送件路上，遇到行动不便的

人士，我会把他们送上楼；遇到空巢老
人，我会停留几分钟，听他们多唠叨几
句，尽管每一分钟对我而言都很宝贵。

人们都说我们是奔跑的奋斗者。的
确，我出身农村，先是一个人做这行，后来
成家了，把妻子也带入了快递业，她做客
服，我送快递。“不劳动就没有饭吃”的朴
素道理，已深深扎根在脑海。现在我每天
能赚三四百元，旺季在500元左右，家里
的日子越过越好！干这行虽然很辛苦，
但我觉得值！

（朱 磊 刘祖刚整理）

家里日子越过越好
█ 肖接城 25岁 江西遂川 圆通快递员

小时候，我和母亲住在湖北省黄梅
县农村，父亲是一名电焊工。我们一江
之隔，一年却难见几回。

1993 年 1 月 16 日，母亲一大早就把
我从床上拉起，说带我去看父亲。一听
这个，我立马穿上新衣，跳上自行车。
母亲也不知哪里来的劲儿，一口气骑了两
个小时。上午10时左右，我们来到了九江
长江大桥上。桥上有好几辆大彩车、好多
条横幅，人们手上拿着五彩绸带扎的花
球，脸上洋溢着灿烂的微笑，原来这一天
是九江长江大桥通车的日子。

我到处找寻父亲的身影。过了许

久，发现一位男子使劲挥舞着手中的花
球，大声呼喊。没错，是他！从未见过
这般兴奋的父亲！他走过来，一手牵着
我，一手拉着母亲，冲着大桥钢拱架
说：“看！这个钢架是我们做的！”我至
今仍记得父亲那自豪的神情。

8年后，我进入了父亲工作的单位，也
成为一名光荣的桥梁钢梁电焊工。一开
始，我觉得焊花飞溅的画面很美，可真正
穿上焊服、拿起焊枪，想放弃的念头随之
而来，有几个女孩子干这个的？在父亲的
鼓励下，我最终选择了坚持，并在平凡的
电焊岗位中找到了价值，感受到了幸福。

不久前，我参建的安九铁路鳊鱼洲
长江大桥合龙，建成通车在即，人们出
行更便捷！多年来，看着自己参建的一
座座桥梁建成通车，我渐渐理解了父亲
当年那种发自内心的自豪。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到来之际，
我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这不仅
是我个人的荣誉，更是电焊工乃至整个
工人群体的荣光！每次走在九江长江大
桥上，父亲的叮嘱时不时在耳畔响起。
守护好桥梁生命，让人们安全出行，这
就是我的幸福。

（本报记者 史志鹏整理）

守护大桥就是幸福
█ 王中美 40岁 江西九江 中国中铁工业九桥公司电焊工

我的故乡在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族
自治县。13 年前那场突如其来的特大地
震改变了我原有的生活。

当时的我，由于一张被救援的照片
让人熟知，从此我也多了一个名字“敬
礼娃娃”。其实那年我刚满 3岁，很多记
忆已经有些模糊了。后来在“5·12”汶
川特大地震纪念馆参观时，我渐渐重拾
起那些记忆中难忘的碎片细节。

13 年来，感恩一直伴随我成长。今
日的我，每天行走在这片焕然一新的土
地上，耳濡目染新生活带来的幸福和谐。

北川新县城是“5·12”汶川特大地震
中唯一异地重建的县城。作为国内唯一
羌族自治县的全新城镇，它肩负着地域民
族文化的传承与复兴的光荣使命。2009
年 6 月，新县城建设全面开工。经过 3 年
艰苦建设，一幢幢新楼拔地而起，如今的
北川县变得更加美丽、富裕、祥和、时尚。

高一下学期马上结束，我将面临文理
分科。通过对自己各科学习成绩、兴趣爱
好的分析，以及与老师、学长、同学和长辈
的交流，我决定选择文科。一直以来，我对
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有着浓厚兴趣。上

学期期末考试，我考了全年级第46名，排在
全市150名左右。我会撸起袖子加油干，争
取在本学期期末考进全年级文科前十。

在学校，我十分注意锻炼身体，篮
球、足球、乒乓球都很拿手。体育考试
项目中，之前最让我头疼的引体向上，
也在不断揣摩和反复训练之下，达到良
好以上水平了。

我是一个正在成长的羌族孩子，13
年前我向托起生命的解放军叔叔敬礼，如
今的我要向亲爱的党和伟大的祖国敬礼！

（黄自宏整理）

感恩伴随我的成长
█ 郎铮 16岁 四川绵阳 东辰学校高一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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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什么？一万个人有一万个答
案，但在我心里，幸福就是儿孙绕膝、家庭
和睦。我今年102岁，五世同堂，每天必做
的事情就是逗逗鸟儿，遛遛弯儿，生活很
惬意。

其实，能享受如今的幸福生活着实
不易，那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英明
领导，有了国家的发展壮大。在旧社
会，吃饱穿暖都成问题。我不到 12 岁
就帮父母给地主家犁田、种菜。新中国
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农村分田到户，大

大激发了我和子女们的生产积极性。我
们通过自己的双手，不仅解决了温饱问
题，还有所节余。后来儿女们都成家立
业，我也跟着他们住进了崭新的楼房，
享起了儿孙福。儿孙们常在我面前说：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逢年过节，他
们都会给我送红包、买新衣，我这心里
别提有多高兴了。

这 些 点滴幸福，与来自党和政府
的关心关怀分不开，让我常常感动不
已。政府每个月发 600 元高龄补贴，看
病 吃 药 也 有 新 农 合 报 销 ， 每 逢 端 午

节、重 阳节、春节，各级领导 还 会 来
看望我，为我这样的老人方方面面都
考虑得很周到。

适逢建党100周年，作为经历了旧社
会的苦、又参与了新中国建设、更享受
着新时代幸福的我来说，只有一句话：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我
们这一大家子人的幸福生活！希望年轻
一辈都能珍惜时代机遇，多为国家作贡
献。最后，祝愿伟大的党、伟大的祖国
繁荣昌盛！

（本报记者 王明峰整理）

全因为当年跟了党
█ 韩存梨 91岁 山西大同 云冈区鸦儿崖乡鸦儿崖村村民

旧西藏，我是克松庄园的一名“差
巴 ”（领 种 份 地 ， 向 农 奴 主 支 差 役 的
人），要交繁重的粮食税、人头税、家禽
税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差役像头发
一样数都数不清。记得小时候，克松庄
园门口一年四季都悬挂着一根象征农奴
主司法特权的法杖，这代表着克松比其
他庄园更加黑暗和残酷，克松的农奴生
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高官和贵族，身
穿金线紫锦袍，头戴红缨帽，耳吊几
寸长的金环宝石耳坠，骑着膘肥体壮的
马，仆人前呼后拥地跟着，在没有上马

石的地方，仆奴要跪在地上，用后背当
上马石。

1959 年，我 22 岁。西藏民主改革在
克松村进行，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
咱们农奴和奴隶从此拥有了真正意义上
的人身自由，第一次分得了属于自己的
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翻身做了主人。
克松村成为西藏民主改革第一村，从
那时起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幸
福了！

现 在 的 幸 福 生 活 是 共 产 党 给 的 。
每年定期给 60 岁以上的老人发钱，衣

食住行根本不用愁，尤其是看病，90%
都能报销。像我们社区，有家庭医生定
期来家给行动不便的老人检查身体，小
孩上学免费，还有“三包”政策，这些
好政策说也说不完。现在克松村改成克
松社区，家家户户住上了两层小别墅，
家门口的道路干净又整洁，年轻人忙着
赚钱，老人在家里安享晚年……一看到
这些场景，我就会回想小时候过的日
子。没有共产党，咱们西藏老百姓过不
上如今的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 琼达卓嘎整理）

共产党让我们翻了身
█ 达娃 84岁 西藏山南 昌珠镇克松社区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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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 70 岁了，依然很忙碌。这
不，我得督促大儿子把家里的牛羊照顾
好，时不时地问问做生意的小儿子近况
如何，偶尔接送上学的孙子孙女，还得
照顾好老伴儿的身体……但我要说，我
们今天的生活，真的比蜜甜。

从前的生活啥样？几十年前，我们
在村里，走的是尘土飞扬的土路，住的
是土坯房，吃的是干馕，就连生病了也
不敢进城去就医。

现如今，日子真的大变样。看病不
用愁了，乡卫生院盖起了新楼，引进了

新的医疗设备，连 B 超都能做，还有县
里医生不时来村里义诊。2017 年村里有
了幼儿园，更让人惊喜的是，孩子们中
午在幼儿园还有牛奶、鸡蛋、面包和水
果吃，一分钱不用花，放学了还有校车
接送。

30 年前，我在当时村干部的带领
下，开始发展养殖，通过改进养殖技
术，牛羊数量慢慢增长起来；后来又买
了拖拉机，农忙时节出租给别人，也能
增加一份收入。就这样，家里生活越过
越好，我还成了村里的致富带头人。

如今，我老了，养殖就交给大儿子
了。年轻人，有想法，他计划着把养殖
规模进一步扩大。小儿子，也没闲着，
外出做起了生意，日子也过得红火。

前几天，村干部入户走访时，邀请
我和老伴儿去村里的老年活动室，和朋
友们一起打打牌、看看节目。

“好，我们一定去！”我们赶紧答应
下来，为儿女操劳了一辈子，如今日子
好起来了，我们也要享受一下属于我们
自己的时光。

（本报记者 阿尔达克整理）

今天的生活比蜜甜
█ 依米提·托乎提 70岁 新疆和硕县 曲惠镇冬都呼都格村村民

今天的生活比蜜甜
█ 依米提·托乎提 70岁 新疆和硕县 曲惠镇冬都呼都格村村民

我今年 91 岁。小时候爹娘没得早，
13 岁就嫁人。婆家逼着我裹脚，正好赶
上了共产党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妇女解
放运动，裹了三天脚的我拆了裹脚布，
接受了新思想，也接触了党组织。

1944 年 ， 日 本 侵 略 者 还 常 常 来 祸
害我们。我那时候虽然小，但是觉得共
产党就是亲人，我不怕吃苦，和村里的
孩子们经常给组织做些送信、站岗放哨
等革命工作。 后 来 ， 有 老 前 辈 介 绍 ，
14 岁那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组
织里年龄最小的党员。从入党那天开

始，我就是党的人啦，就是为党死我
也不怕！

新中国成立后，我当过村书记、互
助合作社社长，抓生产建设社会主义。
全家迁到鸦儿崖村后，我也一直做着村
里的妇女、计生工作。后来，老伴和儿
子都得了病，日子最难过的时候，村里
党员干部们开会研究了我的难处，给我
送吃又送穿，帮我们联系医院，申请救
命钱。老伴儿子都走了以后，村支部把我
接进了村里的养老院，派人照顾我，啥钱
也不用花，区上、乡里的党组织还经常来

看我，慰问我。
我没文化，可我心里知道，我现在

能精精神神、乐乐呵呵，全因为当年跟
了党。不仅我跟着党享福，全村人的日
子也越来越好，养老院的老人们都感谢
党的恩情。我年纪虽然大了，但我还想
为党做些事。今年党 100 岁了，我要给
更多年轻人讲我这辈子听党话、跟党走
的故事，讲从过去苦日子走到今天好生
活的故事，我要带着对党的恩情，讲到
100岁。

（郭娅楠整理）

多亏了党的好政策
█ 王子彬 60岁 河北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骆驼头村村民

五世同堂感念党恩
█ 代成明 102岁 四川成都 新繁街道同心区村民

我生于 1960 年，自小家境贫寒。多
亏了党的好政策，我家在 2020 年光荣脱
贫出列。和过去一比，现在我感觉自己
就像变了一个人，经历了“时代穿越”。

我的家庭特殊，妻子是个聋哑人，
儿子的智力也不太好，我就是家里的顶
梁柱。日子虽说艰难，但还能过得去。
天不遂人愿，2015 年我得了类风湿性关
节炎，腿疼腿肿下不了地，无奈拄起双
拐，生活没了来源。

2016年通过精准识别，我们一家三口
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可是脱贫哪有那

么简单，没钱、没劳力，家里住的是几十
年的土坯房，墙体裂缝，房顶漏水，最怕
刮风下雨。

2018 年，我盼来了政府危房改造项
目。县民政部门投入资金 4.5 万元，为
我家修建了宽敞明亮的砖瓦房。更令我
感激的是，鉴于我家庭情况，民政部
门还为我家房屋进行装修，配备了厨
房用具。

日子正要好起来，生活又跟我开了
一场玩笑。没多久，我得了股骨头坏
死，看病、检查、住院加上手术，一共

花了 7 万多元，像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
来。还好，有新农合报销政策，报销了
5 万多元，大大减轻了负担。

2019 年 以 来 ，通 过 政 策 兜 底 扩 面 ，
我们一家三口享受了低保待遇。镇卫
生院组织家庭医生服务团队进村入户，
开展家庭医生履约随访服务。我身体
恢复到能放下双拐，可以下地走路、下
地干活。

这日子，有新房子住，吃穿不愁，
治得起病，还能种田，得劲！

（张腾扬 刘建军整理）

说说我们的幸福生活说说我们的幸福生活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人民”二字铭刻在心，把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从革命岁月，
到建设时期，到改革开放，再到新时代，百年党史，就是一部为人民求解放、谋幸福的奋斗史。

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在建党百年华诞之际，本报采访了10位普通群众，从年逾百岁、历尽沧桑的老人，到未及弱冠、正在求学的少年。一

起来听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