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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岁的李卫春目前是我市通讯
行业的一名安装维护工人。18岁初
中毕业后进入当时我市某国营服装
厂，成了一名打扣车间工人。5 年
后，该服装厂倒闭，23岁的他经历了
人生的第一次“下岗”。虽然没有了
工作，但刚确定恋爱关系几个月的女
友却毅然决定嫁给他。他也暗下决
心，爱她一辈子，尽自己所能给她和
家人更好的生活。

婚后第二年，李卫春的女儿出
生。升级做了父亲的他更深层次懂
得了“责任”二字的意义。至今的 20
余年里，他先后做过送水工、食品送

货工、塔吊安装工和通讯电线电缆安
装维护工。不惧高危工作，更不怕
苦、不怕累，只要是合法的正规工作，
只要能赚钱，他都会努力做到极致。
每个月发了工资他都会第一时间交
给妻子。也正因如此，身边亲友都说
他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20余年间，从事通讯电线电缆
安装维护工作的时间最长，至目前已
有十几个年头。虽说工资不算低，但
工作强度大。既要懂技术，还得有力
气。春秋季节还好说，一到了夏季就
是行业的旺季，工作量大，而且经常
要顶着烈日高温作业。面部和四肢

等裸露在外的皮肤被晒爆皮是常有
的事儿。曾经也算是个白面小生，可
现在实打实的一个“巧克力大叔”。
不仅如此，有时连续多日高强度作
业，他的腰椎病就会犯，严重时根本
无法站立，无法平躺，只能面朝下的
趴在床上。

每当家人心疼他时，他都会无所
谓地说：“我是男人。是儿子、是丈
夫、是父亲，养家是我应该做的分内
事。哪个男人不为了生活而努力打
拼？无论脑力工作还是体力工作，都
要出力。虽然咱是个蓝领工人，不也
同样挺精彩嘛！”

51岁的孟凡玉家住东辽县安石
镇先进村，是这片土地上土生土长的
娃。不善言辞，憨厚老实，吃苦耐劳，
容易满足。

孟凡玉 16岁跟随师父学习泥瓦
工。春种秋收期间，他会在家帮父母种
地、收地。其余时间就会跟随师父出去
打工。22岁结婚后，有了属于自己的

一垧二亩地。从此，他更是不分农忙和
农闲。只要没有农活就会一直在外地
做泥瓦工。时光飞逝，当年的农村小伙
子熬成了中年大叔，从学徒成长为泥瓦
师父，从帮家里种地转成了独自一人种
完一垧二亩地，从年收入几千元涨到现
在年收入十几万元。为父母修缮了村
里的老房子，为儿子在市区买了楼房、

买了车，操办了婚礼。有人问他，数十
年如一日地埋头苦干，自己不舍得吃不
舍得穿，图个是啥。他腼腆的笑笑说：

“我得对得起父母、妻子、儿子，咱天生
就是个农民，就要守农民的本分，靠双
手为家人赚个好生活呗。有人觉得一
辈子当个农民没出息，反而我觉得我是
农民我骄傲。”

提到美发师这个时尚的职业，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美发师多数人
都能说会道，收入高，工作环境时尚
前卫。甚至也有人说美发是吃“青
春饭”的职业。

实际上，美发师正以惊人的速
度在逐年减少。因为这个职业的健
康成本较高，而且要靠多年的经验
积累和不断的提高学习才能有相当
的技术水平。如此一来，没有些毅
力还真干不来。

两年前，我市某知名美发店老
板（美发师）罹患肝硬化，身心都经
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疼痛，前后花
掉了几十万元。据说，住院治疗期
间还向几个顾客借了好几万元。而
医院根据他的病情分析，主要病因
就是常年生活作息时间以及饮食不
规律所导致。

85后美发师晓东目前是我市某

美发店的骨干力量。慕名而来的顾
客时常有，专属他的忠实顾客也很
多。在店里，看似风光，其实他也是
除了老板以外最累的人。早上起得
早了就在家简单吃口早餐，起的晚
了就空腹来上班。有时下午两三点
才吃一天的第一顿饭。他工作的店
统一工作时间是 8：30—20:30（每周
三公休）。

晓东告诉记者，他们的老板在
管理方面很人性化。目前，多数的
美发店还是最多每个月只休息两
天。但他们店每周三全体公休已
经实行两年多了。工作时长 12 小
时，也算是比较短的。有的小店或
是不正规的店，美发师一天最多可
能要工作十七八个小时。而晓东
工作的店，基本一年也就是春节前
两周不按日常作息时间，偶尔最晚
的时候可能也要次日凌晨一两点

下班。当记者问他，对美发职业是
否热爱时，他笑着回答，17 岁刚进
美发学校学习那会儿还比较麻
木。因为学习不好，考不上高中，
为了将来有个吃饭的技能，家里才
决定让其学习美发技术。但通过
两年多的学习，加之后来日渐成熟
的手法和越来越多顾客的认可，现
在，他可以肯定地说很热爱自己的
职业。因为今天的小有成绩是用
自己的青春年华加上十几年经验
的积累和不断投资学习等多个要
素叠加才取得的。

据晓东介绍，同行当中也有一
小部分人中途转行的，但多半都是
因为过度劳累而严重影响了身体健
康不得已才转的。其中，有接触性
皮炎、急慢性肠胃疾病、哮喘及慢性
呼吸道疾病、帕金森、手部破裂、腰
椎病、颈椎病、严重失眠等等。

美发师——站在健康边缘的职业

近些年，《医者仁心》《外科风
云》《产科医生》《急诊科医生》等影
视剧的热播，掀起一阵阵“医生潮”
的同时，也让更多人了解并理解医
生这个职业。但影视剧毕竟和现
实生活有距离，我们对于身边的医
院、医生还是了解甚少。近日，记
者就怀着敬意带着问题，走进了市
中心医院。采访了三位医生，他们
不约而同地分别用“医学生誓言”
回答了记者的问题。记者也由此
了解了多数医生的工作状态。

从医近 30 年的谢清泉是市中
心医院检验科主任，副主任检验
师。瘦瘦高高、彬彬有礼，典型的
知识分子。谢主任告诉记者，他们
科室有 26 人，属于医院较大的科
室。平均每天处理标本 1200 余
个。如遇到群体性患者入院等特
殊情况，他们更是要连续多个昼夜
不停奋战，没有白班、夜班之分，也
没有正常的休息。全员都得坚守
在岗位上。还有一些人误以为医
院检验科主要靠高科技电子设备
检测结果，所以检验科的医生应该
很轻松。其实，检验科的工作和其
他科室一样，丝毫不能松懈和马

虎，因为检验结果都关乎患者的健
康甚至生命。仪器设备的结果只
是参考值，医生正确的判读才是对
患者负责且有质量的诊断。虽然
实际工作中困难重重，但他们都能
克服困难，尽力把工作做到更好。
也因此，患者对该科室的满意度达
99%。患者的满意是科室所有人努
力的结果。多年来，他们从来没有
正式休过年假，因为一旦有人集中
休假，其他人就忙不过来，班也排
不开。谢清泉的老家在山东，目
前，年迈的父母也都在山东，但 19
年间他仅回去过一次。据了解，像
检验科这样，医生们牺牲小我为大
家的科室还有很多，甚至整个辽源
的医疗单位情况也都相似。

48岁的马平是市中心医院检验
科的主管检验师。性格内敛，不善
言辞，但业务水平是业内同行和患
者公认的棒。2018年的一天，正在
值夜班的马平突发心肌梗死，经过
了及时的冠状脉介入（PCI）心脏支
架手术，他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本
该修养 2 个月以上，马平却仅休养
了两周左右就正常上班了。当家人
不理解他不顾自己身体而提前上班

时，他只说了句：“解决患者的病痛
是我们医生的天职，我在家休养了，
科室人手就不够，就可能影响为患
者的检验效率。不能因为我一个
人，影响了那么多人吧！”

47岁的李昀升是市中心医院电
诊科主治医师。表情冷，业务精是
熟悉他的人对他的最多评价。从医
22年，他从未停止学习和探索超声
诊断及医学影像的脚步。也因此，
他曾在辽宁省大连市交流学习期间
为著名音乐家谷建芬做过超声波检
查。在对口支援四川省黑水县工作
期间，被当地百姓称为能救命的专
家。工作中兢兢业业，但家庭生活
上，他却是个“三不管”。当记者问
他是否因为职业被家人抱怨过，是
否动过改行的念头时，他以“健康所
系，性命相托。我志愿献身医学，热
爱祖国，忠于人民，恪守医德，尊师
守纪，刻苦钻研，孜孜不倦，精益求
精，全面发展。我决心竭尽全力除
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
术的圣洁和荣誉，救死扶伤，不辞艰
辛，执著追求，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
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

“医学生誓言”给出了答案。

医生——一句“誓言”一生坚守

有人说记者是“无冕之王”。但
从业 10余年来，我觉得记者更多的
是责任和使命。不偏不倚、不卑不
亢、不抑不扬是记者该有的样子。
平时我们都是为他人做“嫁衣”，报
道热点新闻宣传正能量，借此契机，
我也做一回新闻同僚们的“代言
人”，写写我们记者自己的本色。

我们不能像诗人那样，只忠诚
自己的才情。我们也不能像作家那
样，凭想象讲述生活的剧本。我们
需要用镜头捕捉社会陆离的光影，
更需用笔杆记录时代耀眼的瞬间。

我们时刻引导舆论的正确导向，秉
持客观公正。我们得做善良和正义
的守卫者，做市委、市政府和百姓的
宣传员。我们和警察、医生一样，电
话需 7×24小时开机随时待命，有任
务要第一时间奔赴新闻一线。

农民害怕碰上荒年，匠人害怕
重来一遍。而我们记者则害怕发出
来的稿子被读者丢在一边。我们白
天要全心投入采访，所以我们习惯
于挑灯夜战，在电脑前爬格子、写稿
件。老寒腿、颈椎病、腰间盘是业内
司空见惯的职业病。尽管如此，大

家还是会为了稿子的一个漂亮标
题，一句顺畅的语言，不知要反复修
改很多变。

高洁的精神追求中，让我淡忘
了自己弱小的身影。写酸甜苦辣，
述是非真假，喜悦着所有的喜悦、悲
伤着所有的悲伤。祖国强盛、民族
兴旺，是我们的坚持和守望。辽源
人民生活富足，就是我们的诗和远
方。

这份坚守，源于我们对新闻的
敬畏。与“无冕之王”的光环无关，
只为那份责任和担当。

“拼搏到无能为力，坚持到感动
自己。”这是著名企业家杨石头在求
职节目《职来职往》中说过的一句
话。这句话带着一种火热的力量，
点燃人们的热情。没有努力到无能
为力，就不要说自己很努力了！没
有拼搏到感动自己，只能说拼搏得
还不够。我们每个人，肯定都是带
着某种任务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所
以，每个人都不要小看自己，也许你
有更多的潜力，连你都还没有发
现。而对于这种潜力的发掘，靠的
只能是努力、努力再努力……

记者一个亲戚家的夫妻俩就用
实际行动诠释了“努力”一词。夫妻

俩年逾四十，白手起家。2011年以
前，夫妻俩一直在餐饮行业打工。
由于打工多年，积累了很多经营饭
店的经验。2012年，一个偶然的机
会，接手了一个因经营不善而出兑
的东北菜馆。店是兑过来了，近 10
万元的费用，是全部家当和一半的
借款。因此，夫妻俩明白，这个餐馆
只能赚不能赔，因为赔不起。自开
业那天起，夫妻俩就以菜品质量和
顾客需求为服务宗旨。很快，这个
菜品全、菜码大，价格低的东北菜馆
就因顾客的口口相传，使之方圆十
里都小有名气。生意好，工作人员
自然就累。此时，作为老板的夫妻

俩没有沾沾自喜，也没有得意忘
形。而是不骄不躁，踏实肯干。给
后厨工作人员不定期涨工资，而前
厅则是夫妻俩亲力亲为。不是不想
聘服务员，而是聘过几次，试用过多
人，均不满意。食材的采买、传菜、
上菜、收银、卫生等工种都由夫妻俩
自己完成。平均每天工作时长都在
十三四个小时以上。有时甚至累到
趴下便起不来。现在，夫妻俩均患
有严重的腰间盘等疾病，甚至有人
笑称他俩“赚钱不要命”。记者认
为，这夫妻俩做到了“拼搏到无能为
力，坚持到感动自己。”这样的态度，
适用所有职业所有人。

记者——不为“无冕之王”只为责任担当

工人——“蓝领”工人同样精彩 农民——“我是农民我骄傲”

个体老板——拼搏到无能为力 坚持到感动自己

致致敬敬
努努力力奋奋斗斗的的你你我我他他

——谨以此版献给所有为国、为家努力奋斗的人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身份”：工人、农民、医生、记者、公务员、企事业单位职员、个体老板、家庭主妇……虽然身份不同，但大

家却因为各自的责任而同样努力奋斗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矢志不渝地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也因此，国泰民安，我们的生
活舒适坦然。感谢我们拥有的一切，感谢你我他付出的一切，感谢我们这个时代，感谢为建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强大新中国
而付出毕生精力、心血，甚至生命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