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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 84 岁，家住江苏省无锡
市惠山区洛社镇戴周新村。孩子们
工 作 忙 ， 我 平 时 和 老 伴 儿 一 起 生
活。年纪越来越大，手脚渐渐不利
索，冬天上街买菜很冷，回来做饭
也麻烦。今年我有一件开心事：家
门口有了“爱心餐厅”。我和老伴儿每
天的午饭有了着落——走路不到 10
分钟，比去菜市场还近。

还没走到洛社镇镇中公园的爱心
餐厅，老远就能闻到菜香。果然，有
我喜欢的油焖大虾，还有五香素鸡、
油麦菜和丸子汤。印象中，大荤一个
月没重样，小荤至少两周不重样，时

令蔬菜都很新鲜。
退休前，我是一名医院职工。在

我看来，餐厅菜肴搭配科学合理，能
为老年人提供每天所需的能量和营
养，饭菜做得也容易消化。餐厅负责
人告诉我，每天上午，饭菜在镇（街
道）的中心厨房做好，中午11点前送
到每个村、每个社区的爱心餐厅，老

年人可来堂食或取餐。对于腿脚不便
的老年人，志愿者或工作人员还会送
餐上门。

一顿午饭，10 元的标准，我只
付了4元。

为啥这么实惠？惠山区实行“政
府补助一点、居民自理 一 点 、爱 心
企业家再赞助一点”的“1+1+1”共

建公益项目，为老年人搭建家门口
的“15 分钟助餐服务圈”。每顿饭，
80周岁以上老人掏4元、60周岁以上
低保老人掏 3 元，爱心企业赞 助 1
元 ， 其 余 由 政 府 补 贴 。 该 项 目 从
2019 年开始试点，今年已在全区普
遍推行。

我和老伴儿都在爱心餐厅办理
了就餐卡。我吃完后，再给她打包
一份，天冷，省得她出门一趟。同
时，我把第二天的午饭也一起预订
了。说到这儿，我就觉得既温暖、
又开心！

本报记者 姚雪青采访整理

爱心餐厅让人温暖又开心
■ 孙振荣 江苏无锡 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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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开心事一个接一个。
我家住重庆市江北区华新街街道桥北
社区，自打退休后，我便开始了“忙
碌”的生活。

我有一对龙凤胎的孙子孙女，今
年9月上幼儿园了，每天接送他俩是
我的主要工作。虽然忙碌，但我特别
享受这样的天伦之乐。娃娃在学校学
到不少东西，会表达感情，平时出其
不意来一句：“奶奶，我太喜欢你了！”

“ 奶 奶 ，长 大 了 我 一 定 好 好 照 顾
你！”……听到这些，我觉得很欣慰。

一家子聚在一起时，我总会张罗
一大桌饭菜，可一个人在家时，做饭就
成了一件费时费力的事。现在，社区
新开的食堂解决了像我这样的老年人
吃饭“难题”。我还加入了志愿服务队，
空闲时就去社区做志愿者，跟老年朋

友们介绍社区的惠民政策。这样一
来，生活更充实、忙碌，我也交到了
新朋友，大家在一起唠唠家常，做做
手工，每天乐乐呵呵，身体状态越来
越好。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社区组织志

愿者为特困人群上门送餐。特困人群
中，有的年龄太大腿脚不便，有的是
特殊情况无法出门。每次将美味可口
的热饭菜送到他们家中，他们总会笑
脸相迎，竖起大拇指表示感谢，这让
我滋生出自豪感与满足感。

在社区居民眼中，我是志愿服务
队的老队员，也是他们身边的好朋
友，他们有什么需要都喜欢找我。在
服务他人的过程中，我也收获了幸福
与快乐。

本报记者 沈靖然采访整理

服务他人 收获幸福快乐
■ 吴书珍 重庆 退休职工

我 的 家 乡 是“ 中 国 蔬 菜 之 乡 ”山 东 寿
光。不满 25 岁的我虽说是“新农人”，但也是
种植菜椒 4 个年头的“老把式”。今年，我经
营的大棚喜获丰收，创建的视频账号惊喜
连连。

寿光市洛城街道东斟灌村是五彩椒种植
特色村，长度超过 200 米的单体大棚就有近
200个。2020年，我承包两个大棚种五彩椒。
经过不断改良，大棚里陆续安装了水肥一体

机、自动放风机、植物补光灯等设备，管理
更加智能高效。今年冬天，我在家用手机就
能遥控打开补光灯，借助科技力量最大程度
保障作物生长。智能化设备的应用，极大提
高了作物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菜农摆脱“看
天吃饭”的困境。这一年，两个大棚共生产五
彩椒20万斤，主要是出口，算下来，差不多
有70万元的收入。

为了拓宽农产品销路，今年伊始，我开

通视频账号，向网友分享种地乐趣。前几
天，粉丝数达到 100 万，吸引了多家合作社
和线上平台与我合作。城区居民线上下单，
当天新鲜的蔬菜水果就能出现在餐桌上。仅
用 4 个月，我们的农产品线上销量就突破 20
万斤。明年，我计划创办一个种苗交易平
台，让更多菜农能买到优质优价种苗。我相
信，只要踏实肯干，凭着积累的好口碑，未
来销路会更广。

在寿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返乡当起了
“棚二代”，仅东斟灌村就有十多位。我们年
轻，有想法、有闯劲儿，期待借着寿光蔬菜产
业的蓬勃发展，和乡亲们一起把日子越过
越好。

本报记者 王 者采访整理

和乡亲们一起把日子越过越好
■ 许 多 山东寿光 新农人

2007年，入行3年的我与朋友们组建起
一个车队，一起做好事。没想到，这样一个朴
素的念头，竟成就了全国首支以“雷锋”命名
的出租车行业志愿者服务车队。今年 3 月，
内蒙古自治区授予我们“北疆楷模”荣誉称
号。回望这一年，奋斗换来收获满满。

今年，我们升级了自己的“家”。年初，
包头市青山区委组织部对雷锋车队党群服
务中心进行了改造升级：启用红色蓄能
站、翻新荣誉墙、增设 AED 自动体外除颤
仪等急救设备。“的哥”“的姐”都是普通劳动

者，靠跑车养家糊口，做公益肯定会影响
挣钱，可大家从无怨言。

最让我高兴的是，在一次次志愿服务
中，我们得到了群众的认可。今年6月，我
在火车站排队等客，一个姑娘绕过前面车
直接坐到我的车里。正当我纳闷为什么她
不坐前面的车时，姑娘说：“我第一次来包
头，这辆车的车头贴雷锋标识，我心里踏
实。”之后她只要来包头办事，都会提前预
约我们车队的车。

我在外跑车、做公益，家里事帮不太

上，照顾老人、教育孩子、操持家务等，几
乎都交给妻子一人。荣获“北疆楷模”后，
我和队员们干劲儿更足了，吃饭更是没个
点儿。但无论刮风下雨，每次我和队员们
外出做公益，回到党群服务中心，迎接我
们的，总是妻子带领的家属团温暖的笑脸
和热腾腾的饭菜。

不得不说，妻子的羊肉烩菜和凉拌尖
椒真是一绝。我也心疼妻子，怕她累着，
但她总说：“雷锋车队是服务群众的。你们
整日奔波，服务你们，让你们安心暖心放
心，是家属的责任。”

凡人善举，最暖人心。我们穿梭在包
头的大街小巷，让雷锋精神通过一辆辆穿
梭的出租车播撒在城市的每个角落，代代
传承、历久弥新。

康 朴、郭 帅采访整理

凡人善举 最暖人心
■ 马文刚 内蒙古包头 出租车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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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他们实现更精彩人生梦想
■ 黎暖佳 广西河池 主播

我今年33 岁，广西河池人，是一名先
天左脚短小的残疾人。我做梦也没想到，
在今年 6 月举办的第七届全国残疾人职业
技能大赛中，自己获得直播销售项目的第
三名，还能与全国各地的残疾人朋友们交
流学习，探索帮助更多残疾人更好生活的
可能性，这让我非常激动。

在参加全国大赛前，广西残联和柳州
残联提供了妆容、普通话、脚本制作等专
项培训，帮助我们不断提升自己。我说话
带一些口音，说好普通话对我而言是个不

小的挑战。一开始，我分不清平翘舌和前
后鼻音，腹式呼吸也不熟悉，经过培训和
从早到晚的练习，我逐渐掌握了正确的发
音和呼吸方式，在一次次模拟赛中表现得
越来越好，最终斩获佳绩。

除了好成绩，这次比赛还带给我启
迪。通过交流，我了解到很多优秀的残疾
人朋友成立了工作室和公司，为更多的残
疾人提供就业岗位。我觉得这些做法很有
意义，也找到了下一步的努力方向。

赛后，我应邀前往南宁市、崇左市和

柳州市等地，为当地残疾人进行直播和短
视频培训，把自己参加比赛的心得和经验
分享给他们。培训课一开始只有 10 多人，
听完后，学员们反馈效果不太好。于是，
我重新修改了培训提纲和内容，添加了怎
样制作直播标题、如何确定直播主题和时
长、怎么提升用户黏性等实操性很强的“干
货”。慢慢地，听课人数增加到70多人，学
员们学起来更有兴致，有的学员还会主动
把做好的直播练习发给我看。

看着 越 来 越 多 的 残 疾 人 学 到 本 领 ，
更好融入社会，我打心底里高兴。我希
望能创建自己的公司和品牌，为残疾人
朋友们提供更优质的技能培训和更多更
适合的就业岗位，帮助他们实现更精彩
的人生梦想。

本报记者 郑 壹采访整理

我是中国民航大学应用心理学专业的一
名学生，今年 20 岁。2023 年最让我开心的
是，在校外实践活动中，我学到了本领，提
高了能力。

我从小就对摄影摄像感兴趣。在大学，
我加入了学生记者团，还当过学校广播台的
播音员。今年暑假，在老师的推荐下，我到
天津市一家媒体实习，参与了多款新媒体产
品的制作。7月，天津夜生活节启动，各区都
推出形式多样的夜市活动。其中，一个开在

集装箱里的夜市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它巧妙
地将天津的港口文化与饮食文化结合起来，
还对废旧资源实现了循环利用。经过 4 个多
小时的拍摄、反复打磨，相关新媒体产品最
终发出，收获40多万人次的阅读量和1000多
条评论、点赞。

看到自己参与制作的产品获得关注，得
到网友肯定，我工作的热情被点燃了。接下
来的几个月，我将专业所学与实习结合，不
断提高沟通能力；在媒体老师指导下，也学

到许多写作、拍摄方面的新技巧。
实习之外，我还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普

法实践志愿者服务队。在老旧小区，我们
以现场答询的方式向社区居民普及法律常
识、宣传电信反诈知识，上岁数的居民听
了宣讲后，都表示收获很大，有些人至今
与我还保持联系；在小学课堂，我们通过
绘制法律知识图的方式向小朋友们普及未
成年人保护法，得到了老师和家长们的支
持与认可。

我的 2023年很充实。这一年，我第一次
走出校园，接触社会，了解社会。期间，有
过挫折、失落，也收获成长后的喜悦。期待
明年我能在社会实践中继续提升，遇见更优
秀的自己。

李家鼎、周易安采访整理

期待遇见更优秀的自己
■ 潘晓骞 天津 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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