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2021.1.11 星期一
编辑 刘蓓 校对 曹晓雨

去年7月：

奋斗，改变他们人生境遇

去年8月：

创文，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我从来没觉得我 85 岁了，
我觉得我是 58岁。倒过来这样
一想，我就觉得自己还有很多年
可活。”去年6月30日下午，在市
区民主街华府小区自家客厅内，
面对本报记者，段基星笑着袒露
了自己的少女心，“坐在三亚的海
边，我有时甚至会想，要是有个男
朋友陪着我，跟我谈天说地，那该
多好呀！”

55岁退休，开启创业与人生
的黄金时代；77 岁老年大学学
艺，80岁获评“平顶山市摄影十
杰”；85岁，阅尽千帆的她仍有一
颗少女心。去年 7 月 3 日，本报

“乘风破浪的TA们”系列报道开
栏，满头银发的段基星以潮奶奶
的姿态再次出现在读者面前（见
本报去年7月3日A4版）。

晚报第一次报道段基星，是
在10年前。那时，从摆地摊卖饰
品起步的她已在商海打拼了 15
年。刊发稿件当晚，值班编辑毫
不吝啬地将“资深美女”四字送给
了一度引领鹰城时尚潮流的这位
优雅阿姨。

追求梦想，年近花甲闯京城，
从广场舞大妈华丽转身成影视表
演界“百亿老太太”的苇青；将爱

当作事业，在孤独症患儿身上倾
注心力，给特殊家庭点亮希望的
任晓娟；一心向善，为维持免费爱
心粥屋运转50岁再创业的常华；
不甘贫困生意做遍，做了3年村
主任，贴钱近百万元为乡邻的崔
梅英；40岁后将爱好变成事业，
年近花甲投身公益，把人生走成
风景的张秀漪；40岁下海创业成
功带富众姐妹，60岁转行的“直
播奶奶”尹玉兰；13岁“入道”双十

“出道”，用跆拳道打出一片斐然
天地的“小姐姐”张斐然；为梦想
奋斗，为熬一碗靓鸡汤百折不挠
的退伍“兵哥哥”齐娅楠；在宠物
店黄土地间不断切换的“创业复
读机”李明晓……30+而立，50+
而励，70+而骊，他们不缺从头再
来的勇气，不缺劈波斩浪的魄力，
更不缺永不放弃的毅力。去年7
月，本报为读者呈现了我们身边
这10位“姐姐”“哥哥”乘风破浪、
砥砺前行的故事。

有愿、立志、力行。电影《辛
德勒名单》中有句话：“凡救一人，
即救全世界。”学者熊培云认为，
这个人不光是他人，同样包括我
们自己。每一个人都被时代裹挟
着前行，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明了

自己前进的方向。不管是喊出
“谁的青春不折腾”的33岁小伙
儿李明晓，还是在商海纵横驰骋、
为梦想破浪前行的“白发姐姐”段
基星、尹玉兰，他们都把自己的人
生当作事业经营，随时出发，从让
自己变得更好开始改变家庭面
貌，进而一点点改变周围环境，一
点点影响社会。

这样的故事和人物还有很
多。照顾重病老伴儿三年多，写
下17本 1200多篇“康复日记”，73
岁的梅天顺一笔一画解读了不离
不弃、相濡以沫的夫妻之爱（见本
报去年7月1日A8版）；街头救人
的市红十字人道救援队队员鲁晓
畔（见本报去年 7 月 3 日 A3 版）；
投身公益照亮他人的四矿爱心联
盟创始人孙刚，不断尝试不断学
习、创作百万字网文小说的叶县
残疾小哥范志田（见本报去年 7
月9日A8版）……

虽然我们不能决定太阳几点
升起，但是能决定自己几点起
床。正是这些无数努力前行的个
体，成为站在时代洪流中最前方
最活跃的那一滴滴水。而我们的
城市，因为这一滴滴水的存在，才
有了源源不绝前进的力量。

文明是一个城市的名片，是
一个城市的灵魂。一座闪烁着文
明之光的城市，值得我们向往，更
值得我们去为之努力打拼。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是一次对城市整体
文明发展程度的检视，也是一场对
个人心灵的涤荡。因为，我们是参
与者，是行动者，更是受益者。

创文，让城市变得更加有序。
去年8月7日上午8时，一辆

89 路公交车沿市区新华路由南
向北行至新华路湛河桥北端一处
斑马线时，司机立即把车停在斑
马线外，让马路两侧的行人安全
无障碍地通过斑马线；市区建设
路与荟文街交叉口，行人和骑电

动车的市民刚站在斑马线
一端，机动车纷
纷停在斑马线

外礼让，待行

人和电动车穿过马路后，车辆缓
缓驶过斑马线（见本报去年 8 月
10日3版）。

创文，让城市变得更加温暖
有爱。

去年8月8日早上6时30分，
天空淅淅沥沥地下起小雨，平煤
神马帘子布公司青年志愿者团队
的 10 名志愿者准时来到白鹭洲
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开展每周一
次的捡拾垃圾公益活动；炎热的
暑天，在户外工作的环卫工人、
快递小哥、安装工人、外卖跑腿
员来到街头的爱心茶水摊前，饮
下一杯清凉的茶水；携手争做

“身边好人”的艾文靓、马芳芳夫
妇，跑到医院为病人义务理发的
李素青，扶危济困、助贫助学的市
义工联义工，让我们的城市充满
了温情（见本报去年 8 月 10 日至

18日报道）。
创文，让我们的家园变得

更加美丽。
推窗见绿，抬头赏景，移步

闻香。卫东区优越路街道地质
社区通过开展“五好文明家庭”
评选助力社区创文，先后获得

“省级园林式单位”“花园式单
位”“市级文明示范社区”等多
项荣誉称号。“我在这里住了二
三十年，不是吹牛，附近能比得
上我们小区的还真不多。”去年
8月10日上午8时许，在社区游
园里习练太极拳的63岁居民闫

留记一脸的骄傲与自豪（见本报
去年8月11日A4版）。

创文，让商家经营更加诚信；
创文，让街头“志愿红”越来

越多；
创文，让垃圾分类更明确、街

头停车更规范；
创文，让家庭更和谐有爱。
从 8 月 6 日推出“创文明城

市 做文明市民”系列报道首个版
至10月21日我市迎检结束，晚报
先后推出创文报道版面 100 余
个。城市在文明发展道路上的点
滴变化、市民文明素质的提升，被
全方位呈现。

8月17日晚7时许，市区迎宾
路中段花前月下小酒馆，凉菜柜
上张贴着“半份也卖，5元起步”，一
位刘姓女服务员忙着招呼客人：

“一份花甲虾就够你们四个人吃
了，菜品丰富，最多再点几串烧烤
就能吃饱，点多了吃不完浪费。”

（见本报去年8月19日A4版）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疫情过后，拒绝浪费的话题被重
新提起。去年8月中旬，晚报推
出了《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系列报
道，从餐饮酒店到夜市摊，从普通
市民到餐饮从业者，按需点餐、不
够再添、光盘行动、吃不完打包带
走的文明就餐“新食尚”蔚然成
风，创文明城市、做文明市民的观
念，深入人心。

（本报记者 王会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