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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劳动的样子真美你劳动的样子真美
伴随着情深意暖的春风、流溢飘香的花海，我们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留下了来自各行各业的辛勤劳动者为

家乡建设贡献自己力量的足迹。劳动是最美的，带有泥土的香味、带有收获的喜悦；劳动是最真实的，饱含岁月的磨练、印有过往的痕迹；劳
动是最神圣的，强大着你的内心、威武着你的尊严；劳动是最智慧的，甄别人世间的善恶，激励万物，博大而包容。劳动没有贫贱之分，只有分
工不同。劳动就像是一首歌，每一个劳动的瞬间和成果就是一个美丽音符，流淌在指尖，徜徉在每个人的脸上。劳动是生命中快乐的源泉，
每一天带着你飞翔，也时时让你对生活感恩、致敬。无论你是哪行哪业的劳动者，你劳动的样子都很美！

1996年出生的张哲瑀来自四平市梨树县，2018
年从吉林化工学院毕业后，通过国网系统招聘考试
进入辽源供电公司检修分公司，成为一名配电运检
工人。虽然工作仅3年，但他已经参加过10余次国
网辽源供电公司举办的“QC活动”“班组大讲堂”

“班组骨干培训”等活动并取得较优秀的成绩。工
作期间，张哲瑀参与计划停电及线路改造20余次，
参与处理高压线路故障50余起，处理“95598”报修
转办低压故障600余起。“五一”前夕，应公司要求，
张哲瑀对书香园小区门前供电线路设备进行红外
测温巡视检查，对运维查漏补缺，做到“早发现、早处
理”，提前对辖区内供电线路、配电设施进行拉网式
巡视、排查和维护，对重点和重载线路设备进行红
外测温，发现隐患及时消除，保障节假日期间龙山
区配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

保障配电安全的“护电使者”

40岁的刘光锐是市园林管理中心的花卉培
育师，1998年参加工作，至今已有 23个年头。听
起来不算特殊的工作，但他和他的同事们却“冬
干三九、夏干三伏”，只要有城市印记的地方就
有园林人。冬天，他们以雪为令，公园里、栈道
上只要有雪就立刻清扫。夏天，他们更是因工
作繁忙而无暇顾及家人，在岗位上连续十几个
小时都是家常便饭。刘光锐是中心苗木基地负
责人，掌管全市 4个苗木基地的 40个温室大棚，
每天卷帘、放风、浇水、拔草……周而复始、乐此
不疲。4月 23日，记者走进永康苗木基地培育大
棚里，他正在和同事们专注地拔草。他告诉记
者，大棚里这些小苗正是每年春夏秋扮靓辽源
街路绿地的鲜花和绿植的“前身”。他们根据城
市绿化的需求引进种苗，然后再将二三厘米的
小嫩芽栽植到大棚里继续生长，长到一定程度
才能栽到指定地点，最后才是我们在城市里看
到的各种绿植美花。

34岁的高红丽是辽源市中医院手足踝血管外
科护士长。2012年，从南方医院回到家乡，在辽源
市中医院继续从事她热爱的护士工作。在这9年
里，她先后在神经内科、肿瘤科、重症监护室
（ICU）、手足踝血管外科做医护工作。2020年，她
和万千同行一样，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毅然冲到
最危险的武汉抗议前线。高红丽说，医护工作者
虽然回避不了生老病死，但他们却见不得人间疾
苦，每次看到患者承受着各种病痛，他们的心都隐
隐作痛。所以身为护士，她和同事们都是尽最大
努力照顾着每位患者。打针吃药是最简单的工
作，有重症患者吃喝拉撒，她们都全情去做。每当
患者转危为安，她们就有说不出的成就感。

现年 46岁的杨秀利有一个可以承揽各种户
外广告安装的工作队，年收入 20万元左右，算是
广告安装领域比较成功的从业者。虽然现在有
车、有房、有存款，但杨秀利却丝毫没有自满，反
而越来越勤奋努力。他说：无论何时何地，我都
记得我曾是个农民。人不能忘本，我的根永远在
龙山区寿山镇六间村。2006年，为了让体弱多病
的妻子和上学的女儿过更好的生活，杨秀利到市
内打工，先后做过力工、木工、摩的、保洁工、广告
公司安装工，只要能挣钱，再苦再累他也干。
2010年以后，他开始带着几个农民兄弟单干，于
是就有了如今的户外广告安装队。现在，学财会
的女儿即将大学毕业，妻子的身体也逐渐好转，
全家日子越过越甜。

自信勇敢的新产业工人
4月27日，天空下着小雨，而龙山区连阳路小

学综合楼项目工地却是一派繁忙景象。为了确保
施工进度，工地上的工人们专注地忙着各自的活
儿。36岁的周立付是该项目承建单位辽源市宏兴
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建筑工人。20岁那年，他
开始学习木工。学成之后，正式走上了建筑之路，
一干就是16年。记者采访时，他正在搬运石膏板。
他说，连阳路小学这个项目预计今年9月份竣工。
这期间，基本没有休息日，不然就会延误工期、影响
施工进度。对于建筑工程来说，安全和施工进度并
重。做建筑工人虽然辛苦，但收入也比较可观，为
了城市的建设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毫无怨言。

为幸福坚守的建筑工

午夜 12时，龙山区工农乡向阳村六组村民
王丽杰的丈夫已经载着妻子割下捆绑好的蒜苗
进城销售了。凌晨 4时，王丽杰已经来到自家的
蒜苗大棚，熟练地用镰刀将蒜苗沿地割起，捆绑
后整齐摆放。今年 49岁的王丽杰和丈夫种植蒜
苗已经 20 多年。从起初的“门外汉”到现在的

“行家里手”，其中经历有苦有甜。如今，王丽杰
家的大棚种植面积已达 800平方米，年纯收入有
20多万元。虽然收入可观，但也着实辛苦，一年
365天，周而复始地种菜、收菜、卖菜，除夕夜都
要进棚。她告诉记者，在向阳村六组，几乎家家
都有蔬菜大棚，加起来差不多得有 100来个。北
方常见的蔬菜在这里基本都有种，也正是因为
这些蔬菜大棚，让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好，日子越
过越甜。

勤劳种出的“幸福菜”

4月23日中午，在福镇大路与福兴街交汇处，
辽源市水务集团人工清掏班的三位工作人员正在
班长张莉的带领下，忙着清掏排水井里的淤泥和
垃圾。作为市水务集团排水维护队的成员，他们
承担着全市 200多公里排水管网、2万多座排水
井、12座沉砂池和 2000多米明沟、盖板涵等排水
设施的维护，以及汛期突发的路面积水外排、低洼
地带积水疏通和强排等工作。为不影响行人和车
辆通行，清掏班的工人们每天从凌晨 4时就开始
清掏工作，平均清掏一个排水井要半个小时左右，
基本一天要清理二十多个排水井，如果遇到难以
清理的排水井，甚至要在井内泡上一个多小时。
在排水维护队的努力下，辽源的城市排水系统得
以畅通工作，尤其是随着城市水污分流工程建成
后，即使在汛期高强度降雨的情况下，也没有因为
积水过多而影响市民的正常出行。

4月 23日早晨，在人民大街与泰安大路交汇
的十字路口，市交警支队西安大队一中队中队长
范灿铭正在执勤，为雨天出行的司机指挥交通。
范灿铭说：“顶雨冒雪执勤是交警工作的常态，越
是气候恶劣的天气，越需要交警在路面指挥交
通，以保障城市交通环境的安全畅通。”待市民出
行的早高峰结束后，他就要开始路面动态巡逻，
及时处理和纠正路段上的交通违章行为，维持路
边的停车秩序。作为一名交通警察，每天从 7时
至17时在路面执勤，晚上还要不定时开展抽查酒
驾、醉驾等工作。范灿铭和同志们早已习惯了这
种忙碌的工作状态，而辽源良好的城市交通环
境，少不了全市交警同志们坚守岗位、尽职尽责
的辛勤付出。

畅通城市血脉的“巡逻兵”

4月23日上午，在十四中对过垃圾中转站内，环
卫工人王宝有正顶着小雨飞快地往垃圾压缩箱里
填装垃圾，因为此时在他身后还有很多环卫工人推
着一车车的垃圾，在雨中排队等待着。作为一名普
通的环卫工人，王宝有主要负责站前市场小区中4
栋居民楼的卫生环境清理，以及清理周边6个垃圾
箱内的垃圾，每天至少要清运4车的生活垃圾。他
早晨6时左右来到小区内，就像“蚂蚁搬家”一样，用
手推车一趟趟地将这些垃圾运送至十四中的垃圾
中转站。从清晨到日暮，环卫工人的橘色身影点缀
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正因为他们默默无闻地努力
清洁城市，才有了今日辽源城市环境的整洁干净。

简单的劳动 伟大的职业

4月 27上午，在市政务大厅 5楼的企业登记
注册窗口，几位前来办理企业注册业务的市民正
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利用“e窗通”进行自助注
册申请的操作。作为企业注册登记的受理人员，
荣旭阳虽然因生病有些嗓子疼，却仍面带笑容地
给来办理业务的市民讲解申请事项。她每日的
工作除了为来窗口办理业务的市民服务，还要对
网络上的注册申请进行审核。最忙的时候，荣旭
阳不仅要受理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申请，还要一
边进行网络申请审核，一边用电话远程指导注册
不合格的申请人如何操作。有时为了给外地来
的人员及时办理好业务，他们会开通绿色通道，
主动进行延时服务，中午吃不上饭，晚上不能及
时下班都是常事。荣旭阳说：“我们是联系政府
部门和百姓的重要窗口，就应该为辽源市民提供
便捷高效、热情周到的服务。我希望通过自己的
工作，能不断增强辽源人民的幸福感。”

文明窗口的热情微笑

4月 27日 9时，公交车司机王明辉正抓紧时
间打扫车内卫生。每天凌晨 4时左右，她就要起
床梳洗准备上班，忙的时候晚上六七点才能下
班，每天都要往返于城市之间，把乘客们安全地
运送到各个站点。公交车运行，安全是第一位。
由于乘坐公交车的大部分乘客都是老年人，他们
不仅行动不便，而且一些老年人喜欢在行车时突
然换座位。为保障他们的乘车安全，王明辉不仅
每次停车和启动时都格外注意他们的动作，在平
时转弯和刹车时都要瞄着点后视镜，时刻注意车
上老人们是否都坐稳在位置上。作为一名有着
十多年从业经验的公交司机，王明辉以女性特有
的细心和温柔为出行的市民提供着贴心的服务，
也赢得了乘客们的真心称赞。

穿梭在城市中的“公交玫瑰”

4月 27日上午，在吉林省东北袜业园织袜有
限公司一厂的织造一车间，挡车女工赵红娟在她
负责的十台织袜机间来回操作着。赵红娟家住
安恕镇泉眼村，家里有十六亩土地，每年种地收
入也就一万元左右。为补贴家用，赵红娟在村里
的小袜厂打工，每天的工作就是给袜子缝头，一
干就是一整天。小袜厂的经营状态不稳定，有时
活儿多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有时一两个月都没活
儿干，也赚不了几个钱。后来赵红娟跟着村里人
到东北袜业园的织袜厂打工，经过厂里培训合格
后，成为一名挡车女工。由于工作优秀、收入稳
定，赵红娟一人的收入已经足够家里的开销，她
不仅攒钱买了辆车开着上下班，还和丈夫商量好
将他的工资存起来，给正读初三的儿子留着将来
上学用。认真工作的赵红娟用自己勤劳的双手，
创造着属于她和家人的美好未来。

用双手织出美好生活

打通城市水网的“清道夫”

守护健康的白衣天使

美丽辽源的“幕后园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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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收获快乐，奉献实现价值——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
际，谨以此版献给在辽源高质量转型发展中的劳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