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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是为陪伴在成都工作
的女儿，我和老伴才选择从老
家迁居过来。没想到我不仅很
顺利地融入了成都的生活，还
开启了“共享奶奶”公益事
业，去年我还被评为“感动成
都十佳市民”。

来成都之前，我一直在攀
枝花三线建设的大企业工作，
什么科室都干过，也算忙了一
辈子。2005 年退休后，女儿
在成都工作定居，我和老伴就
寻思过来，一家人团聚在一起
才算幸福。后来断断续续地两
边居住，直到近几年才真正安
心定居成都。这来之不易的真
正的融入，首先得感谢社区，
社区为我们这些老年人提供了
丰富的社交平台，有唱歌、跳
舞、手工、营养餐等各种各样
的兴趣班，如果自家没事，一
周都可以去参加社区活动。我
热爱唱歌、跳舞，常常有武侯
区社区学院的老师来教授音乐
课，我也因此认识了很多姐
妹，大家后来成为“共享奶
奶”团的支柱成员。

有一天，我们在小区休憩
闲坐，正当放学时间，就发现
很多小孩放学后无人照管，自
行在小区里玩乐。我就琢磨可

不可以帮忙带带这些孩子。把
这个情况跟社区书记李含荣反
映后，他经过调查社区双职工
家庭，发现小孩放学后无人看
管的比例高达40%。李书记百
分百支持我们的想法。

在社区主导下，吉福社区
“共享奶奶”团成立了，同时在
党群服务中心开辟“红色小
屋”用作陪伴空间，哪个家庭
有需要就在社区报名，30多个
自愿报名的“共享奶奶”谁有
空谁就进行公益照看和陪护。

自己的孙女长大了，老伴
一个人就可以应付，我则把大
部分时间分享给了社区的孩子
们。大手牵小手，也是各找乐
趣，作业辅导不了的时候，我
就回家请教老伴，第二天再给
孩子们解答。我感觉自己活到
老、学到老，每天非常充实。
照料过的孩子看到我们，都会
甜 甜 地 叫 几 声 “ 奶 奶 ！ 奶
奶！”我们心里也像蜜一样
甜。连我的外孙女都说，“我
的姥姥是‘共享’的，是大家
的姥姥。”老有所用，感觉比
打麻将益处还多。我想，在一
个地方生活，大概总是参与感
越强，归属感也越强吧。

朱小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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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自吉林省集安市农
村，2015 年进入京东物流成
为一名快递员，负责中关村地
区的快递配送工作。这里科研
院所林立、互联网企业扎堆，
大家对物流时效要求很高。初
来北京的我有点儿懵，从早上
忙活到深夜也送不了几个件。

为了能在大城市立住脚，
我一边送件一边熟悉着负责区
域的大街小巷，一条路一条路
地走，一栋楼一栋楼地爬，一
个件一个件地送。50件、100
件、150件……慢慢地，我对
业务越来越熟练，每天的配
送单量快速攀升。周边的京
东小哥每天配送量为140单左
右，我能送到170多单，各种
购物节期间四五百单也不在
话下。

随着配送量的节节攀升，
我的收入也水涨船高，每个月
能拿到1万多元。虽然在北京
这样的大都市，我的收入并
不高，但在我老家，这样的
收入已经算是不折不扣的高收
入了。

之前我的想法同老一辈的
打工人想法一样，就是想多攒
点本钱，再回老家经营个小生
意，娶媳妇生孩子安安稳稳地
过日子。直到后来一件事改变
了我的想法，知道了生活还有

更多的可能，对未来也有了更
美好的憧憬。从此，我打定主
意一定要留下来，在北京生根
发芽。

2017 年，京东物流作为
北京马拉松的赛事赞助商，也
给我们基层员工争取到了一批
参赛名额。领导看我平时送快
件跑得挺快，身体素质也比较
好，就鼓励我报名尝试一下。
初次参赛，我轻松跑完全程，
此后一发不可收，每天坚持跑
步一二十公里。去年的北京半
程马拉松上，我跑出了“非职
业选手第一名”的好成绩。在
近 几 年 国 内 多 项 长 跑 赛 事
中，我多次获得好成绩，被
网友称为“跑得最快的快递
小哥”。

一路奔跑，追逐梦想。北
京这座城市带给我越来越多的
亲近感和归属感。今年 2 月 2
日至4日，冬奥会火炬接力活动
举行，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火炬
手。这不仅是北京这座城市给予
我一生的荣誉和骄傲，更代表着
我们京东物流甚至是全国快递
小哥的形象。

找到自己的位置，不断融
入城市。梦想，也许短期内难
以实现。但是我想，只要努力
奔跑，就一定会离梦想更近！

本报记者 贺 勇整理

成为一名冬奥火炬手
■ 栾玉帅 北京 京东物流快递员

▲ 火炬手栾玉帅 受访者供图

早上5点半起床，读一个小
时书；白天和妻子一起去公司
上班；晚上除了必要的业务洽
谈处理外，继续学习充电——
如今的我过上了有规律的市民
生活。从一个仅有初中文凭的
农民，到成为城市白领，我和
妻子整整奋斗了19年。

1981 年，我出生于河北
省邯郸市邱县的一个普通村
庄。家里穷，且当时乡村的教
育条件不太好，我仅仅念完初
中就去打工了。

2003年，我从农村来到城
市，开始了白手起家打拼。所谓

“打拼”，就是把老家种的西瓜拉
到邯郸市主城区繁华商贸地段
来卖，卖完一车再拉一车。

在城市打拼，最直接面对
的就是住房问题。

那段日子，每天凌晨4点，
我和妻子就把西瓜摊摆上了街
头，晚上回村里住。有时为了多
卖些西瓜，我们从凌晨4点一直
守到晚上12点，直到大街上一个
人也没有了。宾馆自然是不舍得
住，就拿摆摊用的一张钢丝床临
时睡一会儿。住房，对我来说，
就是马路边那窄窄的钢丝床。

2005 年，我投奔在邯郸
某钢企工作的表哥学着做销
售。为了融入城市，我边打工

边学习，练普通话、学销售技
巧，很快打开了局面，每个月
能拿到700元工资。

而后 10 年间，我几乎每
年都搬家，从城中村到住宅
楼，有的是面临拆迁，有的是
房东卖了房……没办法，都得
给人家腾地方。住房，对我来
说，就是一间漂泊的小窝。

随着年龄增大，有了小
孩，孩子要上学、老人要赡
养，我不得不勒紧了腰带拼命
加油干。2010 年，我攒下几
万元，又从岳父家里借了7万
元，拉了几个朋友一起入股，
开始创业筹建自己的公司。

创业艰难，一切从头开始。
好在这几年踏实肯干，积累了
点人脉，而且邯郸的营商环境越
来越好了，在办营业执照、办
理相关手续、申请银行贷款等
方面，得到不少帮助，公司经营
目前正常。如今户籍虽在老
家，但生活在城市也不受影响，
农民融入城市不再是梦想。

终于，2017年，我在邯郸
主城区买了自己的房子，整整
144平方米。我终于能把老婆
孩子和父母都接来城里一起生
活。通过奋斗，城市的万家灯
火，终于也有了我这一盏。

本报记者 张腾扬整理

主城区买了自己的房
■ 尹春建 河北邯郸 公司老板

2009年，我和丈夫从甘肃农
村来克拉玛依打工。经过这些年
的打拼，丈夫从打杂的小工成为
一名厨师，工资过万元。我从普
通的餐厅服务员，成为一家餐饮
店的店长。现在，我和丈夫每月
工资加起来超过 2.6 万元，日子
越过越有奔头。

2011 年，儿子出生，1 岁多
时，我们把他送回老家后又继续
返回克拉玛依打工。相隔千里的
每个日夜，我俩特别想念孩子，
后来又把儿子接到了身边。

好在作为新市民，我们不用
为孩子的教育发愁。因为在克拉
玛依，新市民的孩子能和本地孩
子享受同样的教育环境，没有差

别。这是我们愿意留在这里继续
奋斗的一个重要原因。

“ 妈 妈 你 看 ， 今 天 老 师 给
我们发了校服，好多啊。”儿子
上一年级没几天，就扛着一大袋
校服回来了。我打开一看，冲锋
衣、羽绒裤、运动服、衬衣、短
裤，一共十多件，完全可以满足
四季穿着需求。而这么多校服，
我们只交了 200 多元，其余 70%
全部由政府承担。

在克拉玛依，孩子上学几乎
不花钱，从幼儿园至普通高中都
实施了免费教育。孩子们每学期
只需要交几十元的教辅用费，学
费和学杂费都是全免的。每个
月，孩子还享受一箱免费的学

生奶。
去年，实施“双减”政策

后，孩子每天放学后还可以参加
学校组织的托管，每天 2 个小
时，一学期才收 400 元的托管
费。托管的2小时里，孩子不仅
能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作业，还
可以自由选择阅读、书法、篮
球、羽毛球、锡纸画、素描等几
十门兴趣课。我儿子很喜欢这些
兴趣课，每学期选的都不一样。

2021年，我们在克拉玛依买
了房子，进一步融入了这座城
市。现在，我和丈夫唯一的希望
就是孩子好好读书，考上好大
学，实现他的人生梦想。

郭雪梅整理

2013年，我从安徽的一所
医药护理学院大专毕业，当时
怎么也没有想到，毕业后一路
走到现在，会辗转几个城市。

刚毕业，我去了老家的乡
镇医院上班，每天朝九晚五，
工资不高，也很难有晋升的空
间。在母亲生了一场大病后，
我意识到自己需要改变了。为
了能为家里承担更多，我最终
决定走出家乡去闯荡。

几经周折，我来到上海，
做过咖啡机销售，当过课程顾
问，一个月去了十几个城市跑
业务，住在800元一个月由厨
房改造的房间里。虽然是在上
海工作，却没有多少时间静静
地看看这个城市。那段经历真
的很苦，“这么大的城市，我
真的属于这里吗？”这样的想
法不止一次在我的脑海浮现。
恰巧有个朋友引荐我到九江
工作，正是在这里，我找到了
归属感和安全感，再后来就有
了和朋友们一起创业的故事。

因为在上海的第一份工作
是销售咖啡机，正好朋友在九
江有一个店要转让，我就想着
把店盘下来，做一份属于自己
的事业——开一家咖啡店。其
实这是我第一次创业，很迷
茫，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好，

做不好以后是离开九江回老
家？还是回上海？还是去哪
里？我也不知道。想归想，从
开店到现在半年多，休息的日
子屈指可数，今年春节也成为
第一个没和父母一起过的春节。

幸运的是我在九江有一群
很好的朋友，画我的肖像做海
报、帮我设计logo、帮我想店
名。那段时间我收到了很多快
递，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是哪
个朋友买的，里面有他们觉得
好看的内饰、有他们觉得好吃
的甜点、有他们觉得好看的杯
子杯套……这个店与其说是我
的，不如说是大家的。

咖啡店开业后，起初一天
一个客人都没有，后来通过网
络平台宣传、营销，现在已慢
慢步入正轨。我总想，用心的付
出总会有收获。现在的我比在老
家时多了一份充实，比在上海时
多了一份安心，收入状况也比以
前好了很多。

生活的酸甜苦辣，只有自
己尝过才知道。对我来说，做
一份自己喜欢的事情，并用心去
做好，苦也值得。作为外地人，
眼下我正在申请政府的公租
房。我想留在九江，想开更多的
店，用一句话说，“干”就对了。

朱 磊 谢婉茹整理

不用为孩子的教育发愁
■ 袁娟娟 新疆克拉玛依 餐饮店店长

开了一家咖啡店
■ 左亚运 江西九江 咖啡店创始人

2020年我大学毕业以后，离
开陕西西安家乡，乘着西行的列
车，独自一人来到西宁，成为中
国联通公司青海省分公司的一名
会计。高原反应带来的失眠、还
有对家的思念，很快被忙碌的工
作稀释。说实话，从金融专业到
会计职业，跨度还是不小的。但
简单雅致的宿舍、口味多样的食
堂，还有同事们无微不至的关
心，让我很快就进入角色。当
然，工作上还有非常多需要学习
的地方，但我相信在大家的帮助
下，只要自己努力，就一定会干
得越来越好。

这几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外
地人来到西宁，这座城市变得越

来越有温度。现在，不管是引进
人才，还是外来务工人员，在西
宁落户都很方便。外来务工人员
子女入学的政策也越来越好，免
除了许多人的后顾之忧。不知不
觉中，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座
城市。

去年10月，西宁市和海东市
陆续发生多起新冠肺炎疫情。面
对严峻复杂的疫情防控形势，作
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主动申请成
为社区防控志愿者。第一次做防
疫志愿工作，第一次穿全副武装
的防护服，第一次不断机械、重
复地说着同一句话……太多的

“第一次”锻炼了我的意志，也
带给我太多的感动。在核酸检测

点、在防疫宣传点、在小区信息
采集点、在通信抢修现场、在应
急网络保障现场……到处都有志
愿者忙碌的身影，这也让我深深
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温暖。能够
尽份力，真的很自豪。

平常下班时间，除了上一些
会计专业的网课外，我还报了自
己喜欢的小语种课程和健身课
程，不仅能学到很多东西，生活
也变得充实起来。高原的好季节
就快到了，自己来西宁也快3年
了。未来，我希望每天都能学到
新东西，在更多的岗位上锻炼成
长。只要努力，一定会成为更好
的自己。

本报记者 贾丰丰整理

深深爱上这座城市
■ 周欣玥 青海西宁 公司会计

▲ 尹春建在工作之余为
头脑充电。 金 立摄

“共享奶奶”为居民解忧
■ 诸泽云 四川成都“共享奶奶”公益活动支柱成员

▲ 左亚运在调
制咖啡。

朱 磊摄

▲ 诸泽云在社区。
受访者供图

▲ 周欣玥在公司的
活动中演讲。

受访者供图

◀ 袁娟娟在片
烤鸭。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