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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霞 文/图

“扶好没，姐？我上了啊！”
“好了！小心点！”3月2日下午4

点多，在市区开源路南段平高社区平
高集团家属院一居民楼8楼楼梯处，
平燃公司女子大学生抄检班班长柴
书焕全神贯注地扶着梯子，同事李金
踩着梯子，通过头顶的小天窗，上到
楼顶查看燃气表箱。

“部分燃气表箱设在楼顶或单元
楼二楼平台，我们称为高挂表，抄检
员抄表时需沿着房檐或梯子爬上爬
下……”今年38岁的柴书焕说。

“女汉子”粗中有细除隐患

柴书焕所在的抄检班成立于
2013年，其中大专以上学历的青年女
工占绝大多数。她们平均年龄 32
岁，主要负责湛河以南、中兴路以东
6 万余户燃气居民用户的抄表、收
费、入户安全检查等工作。

“姐，能下了吗？”天窗旁，李金抄
完表后麻利地顺梯而下。

“抄个表爬恁高，不害怕啊？”
“刚开始爬时俩腿都是软的，时

间一长，习惯就好了。”李金说。
“抄高挂表只要注意安全、克服

恐高就行了。低处的表箱里时常还
会钻进老鼠、壁虎、蜘蛛甚至蛇……”
李金笑称，她们班的抄检员刚上班
时，遇到类似情况也会害怕或惊慌，
但现在早已练成了“女汉子”，习惯了。

除了抄表外，抄检员还要义务为
居民排查用气隐患。抄检员黄彩燕
说：“白天上班时间，不少居民家没
人，我们就趁中午或晚上下班后入户
检查，一旦遇到厨房燃气胶管需更
换、燃气灶出火口堵塞等故障，我们
还会免费为居民维修……”

“爱心账本”汇聚爱心点点

抄检班所负责的辖区很多是老

旧小区，其中住有不少孤寡独居老
人。班组自成立后，在柴书焕的带领
下，设立了一份“爱心账本”。“王某
某，高压2—43号，独居老人，身体多
病，1月 10日送米面油一次……”“田
某，蓝欣花园小区，儿子残疾，母子相
依为命……”账本上详细地记录着辖
区 20 多位需要帮扶老人的基本情
况、联系方式及抄检班对他们的帮扶
情况。

在女子大学生抄检班的办公室
墙上，挂着一面“关爱老人 奉献爱
心”的锦旗。这是家住蓝欣花园小
区、70岁的丁玉利送的。丁玉利是
市区一家企业的退休工人，平时她与
年迈的父母一起住，生活较为贫困。
2014年，柴书焕抄表时了解情况后，
便将丁玉利家作为重点帮扶对象，常
年对其照顾。

“年年春节、中秋节都来家里看
望，家里脏了，她们帮着打扫；没菜没
油了，她们帮着买……”3 月 3 日上
午，丁玉利说，这几年来，到家里帮扶
的抄检员换了好几茬儿，她年纪大了
记不住名字，只知道她们是燃气公司
的。丁玉利家有个老式缝纫机，其父
亲年轻时当过裁缝。前段时间，为了
表达谢意，丁玉利专门买来红布，与
父母一起动手缝制了这面锦旗。

家住市区光明路光东小区、今年
88岁的魏秀兰提起女子大学生抄检
班也是赞不绝口。魏秀兰与59岁的
儿子相依为命。她长年腿疼，儿子因
脑梗行动不便，每月医药费就得花五
六百元，母子俩靠低保金和魏秀兰在
家附近卖点小零食维持生活。抄检员
每月到魏秀兰家抄表时，总会认真检
查下燃气管线及灶具，还定期免费帮
其更换燃气胶管。老人遇到事情电话
求助时，她们总会第一时间赶到……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几年来，
这个女子大学生抄检班先后获得了

“市工人先锋岗”“青年文明号”“建
设五一巾帼奖状”“范素海式班组”
等荣誉称号。

女子大学生抄检班：

爬高上低的“女汉子”
情系老人的“娘子军”

□本报记者 傅纪元/文
李英平/图

3月3日上午，走进卫东区雷锋小
学，雷锋和两名少先队员的雕像首先
映入眼帘，系在三人脖颈上的红领巾
随风摆动着。教学楼外墙上“像雷锋
那样做人做事”几个金字熠熠生辉。
校园宣传栏内展示着上学期学校表彰
的“雷锋式好少年”“雷锋式好教师”

“雷锋中队”“雷锋小队”等个人和集体
的照片及事迹。

50多本雷锋日记现“凡人微光”

走进四（3）班教室，“乐学乐助、尚
善沿美”等宣传标语张贴在墙壁上。
一侧墙上设有雷锋服务台，简单介绍
了雷锋的生平，另一侧展示着学生本
周写的雷锋日记，星星榜内公布的是
本周的雷锋之星、体育之星、绘画之星
等。“本周一中午，我走进教室时看到
班里的一个女生主动将全班的桌椅和
黑板都擦了一遍，事情不大却令人感
到温暖，于是便写了这篇日记。”学生
敬良宸说，能把每一件小事累积起来、
坚持下去就是不平凡。“虽然雷锋叔叔
已经离开我们半个多世纪了，但他的
精神离我们并不远，感觉就在身边。”

走进学校档案室，档案员拿出50
多本雷锋日记，记录着18年来，一届又
一届学生的成长感悟。“2021年 1月 11
日，星期一，晴，走在回家路上突然看
到一位老爷爷躺在地上，发出痛苦的
呻吟，周围的人都在看热闹。我和朋
友没有犹豫，上前将老爷爷扶了起来，
老爷爷站起来向我俩表示感谢。其实
在别人遇到困难时上前帮一把并没有
那么难。”记者随意翻看了一下学生们
写的雷锋日记，有帮助老人找小孩、搀
扶老人、公交车上让座、拾金不昧等内
容。档案员又拿出几十本好人好事
本，学生们每天做的好事都登记在册。

校长江兰青介绍，该校是我省第
一所以“雷锋”名字命名的学校。自

2003年更名以来，学校组织全校学生
以班为单位续写雷锋日记和汇总好人
好事。“记录周围的好人好事、自己的
心路历程，领悟乐于助人、勇于奉献、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雷锋精神，是
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学校会定期通过
雷锋之声广播站和升旗仪式分享学生
们的雷锋之行和点滴体会。”江兰青
说，截至目前，学生们续写的雷锋日记
有 50 多本，好人好事本也有二三十
本，先后评出2200多个雷锋之星、200
多个雷锋式好少年。

从我做起，践行雷锋精神

上午第二节课下课，学校雷锋宣
传团学生陶思彤站在学校雷锋事迹展
览馆门前迎接四年级学生。展览馆内
陈列有77幅雷锋同志工作、学习、生
活的珍贵照片及60多幅全校师生多
年来坚持不懈学习雷锋、实践雷锋精
神的活动纪实。“平时在学校，我们宣
传团负责为参观者提供宣讲服务。每
周六上午，老师带领我们在6路公交
车上为乘客讲雷锋故事、唱雷锋歌曲，
帮扶老人上下车。”陶思彤说，她参加
学雷锋活动已经5年了，从以往捡拾
垃圾、打扫卫生到今年寒假去脑瘫学
生家中献爱心，一直在做些力所能及
的事。假如每个人都能从身边小事做
起，我们就都是雷锋的传人。

学校党支部书记张立介绍，学雷
锋从孩子抓起，更要从学校和教师抓
起。学校涌现出一批雷锋式好教师，比
如校后勤办公室主任樊会鑫，在去年寒
假疫情防控形势最严重的时候，他每天
往来于学校和位于叶县的老家，在照顾
身患重病的父亲的同时，还要完成学校
各项疫情防控任务。学校让他请假，樊
会鑫说：“我这摊活儿比较杂，交给其他
人不放心，另外也不想给人家添麻烦。”
四（7）班班主任王锦，左臂受伤后，她
吊着绷带，每天坚持带伤为学生上
课……他们爱岗敬业、无私奉献，都在
平凡的岗位上践行着雷锋精神。

卫东区雷锋小学：

18年续写雷锋日记
师生践行雷锋精神

3月3日，学生们下课后来到学校雷锋事迹展览馆，听学生讲解员介绍雷锋事迹。 3月2日下午，抄检员李金在锦绣花园小区一居民楼高台处抄燃气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