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邢晓蕊 文/图

工作之余，李东亮会看一
看、晒一晒女儿的照片，表露满
满思念。

1月26日，市顺畅路业有
限公司副经理李东亮正在电脑
前查看文件，着手制定春节期
间公路养护应急预案。

李东亮在我市公路系统已
奋斗了23个年头，从技术员做
起，靠着踏实肯干、勤奋努力，
一步步做到了管理层。在出色
的工作业绩后面，是他和妻子
常年两地分居的艰辛，是两个
女儿成长中父亲缺位的无奈。

“以前只要不忙，我几乎每
个周末都回家陪孩子。自从有
了疫情，回家少多了。”李东亮
的老家在开封市尉氏县，妻子
在县医院做护理工作，大女儿
上八年级，小女儿上一年级。
之前每个春节，他都回老家过

年，今年是他第一次留在平顶
山市过春节。

李东亮的父母已到耄耋之
年，姐姐和弟弟都在西安工作，
均已两年没在家过年了。父
母、妻女都盼着他能回去，考虑
再三，他还是决定响应号召，就
地过年。“尉氏县虽说不是中高
风险区，但回去也要做几次核
酸检测，还要居家隔离14天，对
孩子和家人也有影响。在这儿
过年是最好的选择。”他说。

“小女儿几乎每天都要跟
我视频通话，问我什么时候回
去。”面对孩子的埋怨，他无言以
对。“孩子妈妈在医院工作，很了
解防疫政策，总替我说些好话。”
妻子非常理解他的工作，还在孩
子面前维护他高大的父亲形象，
李东亮深感宽慰。

“媳妇原来很文弱，因我不
在家现在也变成了女汉子。”李
东亮半是感慨半是愧疚，“有一

天俺家客厅的灯坏了，我都不
知道咋修，媳妇爬上梯子三下
五除二便修好了。生活就是个
大熔炉，把人磨得不得不坚
强！”

虽然不能回家过年，但亲
情不减。“通过手机视频，我每
天都能看到孩子。女儿心仪的
台历等新春礼物都买好了，等
回家了就带给她们。”李东亮
说。

“平顶山早就是我的第二
故乡了，同事们听说我不回去，
都表示过年会来陪我喝茶聊
天。”李东亮说。

“孩子们，爸爸很想你们。
作为‘小家’中的一员，爸爸也
要积极响应号召‘就地过年’，
为‘大家’防疫作出贡献。等春
暖花开了，爸爸会带你们放风
筝，带你们去郊外踏青，好好陪
陪你们！”李东亮说，这是他最
想对两个女儿说的话。

公司高管、开封人李东亮：

每天和孩子屏上见面

□本报记者 吕占伟 文/图

1月26日是农历腊月廿四，
当天上午，记者在市区茂源街南
段一家门店见到姜沛东时，他正
在店里整理自己的货品。最近，
店里又上了一批药食同源的健
康产品，他准备趁过年打开销
路，拓展本地市场。“这个春节回
不了（山东）菏泽老家了，一是疫
情防控的需要，二是自己实在也
忙。”姜沛东微笑着说。

一米八多的个头、富有感
染力的笑容，46岁的山东大汉
姜沛东非常健谈。

姜沛东的故乡在菏泽市东
明县大屯镇韩屯村，目前在市区
茂源街经营净水器、健康器械已
19年，客户群体分布在平顶山厂

矿企业、事业单位。
2003年，在开封遭遇生意

上的“滑铁卢”后，姜沛东被平顶
山现代、多元的城市气息和市民
比较前卫的消费理念吸引，经过
一番市场考察，他将商业视角锁
定在净水器这个行业。

“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普
遍提高，但因生活方式不良带来
的疾病日渐增多，困扰着人们的
健康。在坚守净水器这个传统
行业领域的同时，近年来我拓展
了经营思路，‘主攻’大健康产
业。”姜沛东说。

在外打拼多年，姜沛东无
暇回家，在商海站稳脚跟后，父
母年纪也大了，8年前70多岁的
父亲离世让他深感亲情珍贵。

如今，姜沛东的母亲已届

古稀之年，哥哥在菏泽市曹县经
营一家畜牧业公司，每周都能回
家陪陪母亲，这让姜沛东既羡慕
又欣慰。

“我们哥俩刚通过电话，这
个除夕，他就回家陪母亲。”据姜
沛东透露，母亲在老家养了一些
羊，还种了不少蔬菜，心情开朗、
生活充实。2020年冬，姜沛东将
母亲接到平顶山居住了一段时
间，但是老人不习惯“楼上楼下”
的城市生活，没多久就回老家了。

“这几天晚上睡觉，经常做
回老家的梦，盼望母亲在老家平
安健康。”姜沛东说，根据菏泽
老家过年的习俗，晚辈正月初
一得去长辈家磕头拜年，从正
月初一到正月十五还看大戏、
逛庙会，内容丰富多彩。

净水器店主、山东人姜沛东：

趁过年拓展本地市场

□本报记者 王春生 文/图

1月24日上午，在市区诚朴
路与东风路交叉口附近的一家
街舞培训馆里，街舞教师牛渊博
坐在一张电脑桌前，认真观看一
些学员传过来的舞蹈视频，其间
不时通过手机对学员们的动作
予以指导，忙得不亦乐乎。

“来学街舞的学员大都是
中小学生，假期是我最忙的时
候。”牛渊博说，如果现在不是疫
情防控期，每天会有很多学员来
到培训馆里学街舞，“如今大都
通过视频对学员们进行辅导。”

今年22岁的牛渊博一米八
多的个头，是一个帅气的小伙
儿，说话时有些腼腆，但一跳起

街舞，却活力十足，激情四射，他
开心地说，“街舞是我来平顶山
时才学的，是我的最爱，也成了
我的职业”。

2018年，家住洛阳市汝阳
县的牛渊博高中毕业，考入平顶
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新能源汽
车专业，除了努力学习自己的专
业课程外，他还抱着试试看的态
度加入了学院的街舞社团。

“原来没接触过街舞，进去
后发现自己挺喜欢的。”牛渊博
说，为了提升自己的街舞水平，
有了基础后他又到校外找老师
学。因为特别喜爱再加上勤奋
努力，他的街舞水平提升很快，
参加我市校园街舞大赛曾获得
过金奖等荣誉，还未毕业就拿到

了街舞教学资格证。2021年，
他毕业离校前就已应聘到市区
一家街舞培训馆当了一名培训
教师。尽管执教时间不足一年，
但跟他学锁舞、嘻哈的学员已有
六七十人。

因为疫情防控需要，他决
定响应“就地过年”的号召，在平
顶山过年。他说，这是他参加工
作后的第一个春节，他也想把街
舞课教好，尽管家里爷爷奶奶、
爸爸妈妈和在外读大学的妹妹都
希望他能回家过年，但他说明自
己的想法后，家人都表示支持。

“我很喜欢这份工作，我会
为之奋斗。过节时我会给每位
家人发红包、视频拜年，送上我
的一份祝福。”牛渊博说。

舞蹈教练、洛阳人牛渊博：

寒假教舞忙红包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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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4日，牛渊博（左）在街舞馆里练习街舞。

1月26日上午，姜沛东在自家店里同朋友品茗聊天。

1月26日，工作之余的李东亮在电脑上翻看孩子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