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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的道路平了亮堂了，村庄环境得到
了很大改善，村民的心里别提多舒坦了，但
是三个小伙儿自己却不满意起来，他们一进
村就开始思考“帮包，到底该怎么帮？”

经过走访，他们意识到，眼下村民们最
深切期盼的就是如何脱贫致富。随后他们
根据帮包村的区域特点，确定帮包村的特色

产业，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根据
帮包村实际情况，岩头村打造 200亩冬桃种
植园，带领村民致富；吴庄村引入肉羊新品
种并新增冬桃种植面积200亩加大产业结构
调整力度；岩店村新增桃树种植面积230亩，
建立种植合作社加强统一管理，促进产业规
模化发展。

赵畅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俩就谈到
了是什么力量，让我们这两个习惯了城市生
活的大男孩抛下妻子，远离孩子，千里迢迢
来到这个举目无亲的城市，后来，我俩居然
出奇地统一了思想——这就是信仰的力
量。”当记者谈到是什么力量让你们在这样
一个“水土不服”的偏远山区坚持下来时，两

个人会心地一笑。“咱们这个地方的咸辣饮
食，到现在我们也适应不了。有时我们也确
实需要一个坚持下来的理由，后来我们总结
为信仰，恐怕没有什么理由比这个更适合
了。”赵畅说。

（记者 张莉萍 文/图）

●村民深切期盼脱贫致富

为村里修路、打井、新建图书室、放电影

烟台大学教师到山亭做“农民”

■做义工是很荣幸的事
加入到了义工的队伍后，他按捺不住

激动的心情，一次次主动申请去做义工，
捐款、捐物不说，无论苦活累活，他自己都
是亲力亲为，第 23个全国助残日那天，薛
城区残联给薛城区义工分会打了个电话，
当时接电话的正是冯立，当他听到很多残
疾人一辈子都没有上过临山，想要去临山
上看看的时候，冯立的心里酸酸的。

为了帮助残疾人登上自己家乡的临
山，当即，冯立和二十多名义工决定，用轮
椅推着残疾人上山，而冯立则自告奋勇，
推了一个不仅个头最高而且体重最重的
人上了山。600多米的上坡，轮椅又不能
停，他就一股劲将该人推了上去。看着这
些残疾人朋友们在临山上看周围的风景
时激动地掉下眼泪时，冯立露出了笑容。

为了不让这些人留有遗憾，冯立又一
路推着他们去参观了铁道游击队影视
城。用冯立的话说，爬山这种对普通人来
说轻而易举的运动，对于身有残疾的人来
说就像是一个梦，我们为什么不能为他们
圆梦呢！“做一名义工，我很荣幸，我要更
好的发挥我的一切能力，把义工做好。”冯

立说。

■孩子的依靠让他流泪
薛城区新成立的聋哑学校代课老师

少，学生多，一时忙不过来，薛城区残联向
薛城义工分会发出求助，该分会立刻向义
工们发出了关注残疾儿童温暖幼小心灵
的倡议。得到消息的冯立就跑到了残疾
儿童学校，冯立的主要工作是教孩子发
音、打扫卫生、做饭。孩子们中间有一个
听力障碍的孩子叫琨琨，对冯立很有依赖
性，冯立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

面对着这些眼神清澈得可以读出内
心世界的孩子，冯立一直被感动着……当
天，他在自己QQ空间里这样写道，“不要
说他们是残缺的生命，你知道吗？孩子们
看到手机照片上熟悉的义工，会咿咿呀呀
地指给我，发出无声的欢呼；仅仅是一天
的相处，孩子们会在看不到我的瞬间，满
学校地寻找；当他们面对一个小小的礼
物，他们会用尽全身力气回报你一个全世
界最认真的谢谢。有时间做义工，有时间
陪陪残疾儿童学校的孩子们吧。如果你
有孩子，你会收获一份坚强；如果你还单
身，你会得到一份童真。”

■义工永远在路上
去年云南省鲁甸县发生地震，灾情牵

动了义工们的心，当日，冯立便向队员们
发出了为鲁甸募捐的倡议。几经商议，他
们把募捐地点选在了临山公园门口，冯立
带着几个穿着“红马甲”的义工，每个人胸
前挂着一个写着“为灾区募捐”的箱子，一
边走，一边向路过的行人呼吁，为鲁甸灾
区捐款。八月份的天很热，热得让人透不
过气来，冯立说，“我个子高，来捐款的人
一眼就能看到我，你们先休息会儿，我自
己站着。”经过十二个小时的忙碌，当天夜

里，冯立在义工群里这样说道：“数额不是
十分的巨大，可看到所有的善款都是一
角，一元的积累，不能不让人感动，请为枣
庄义工点个大大的赞吧！”

当有人问冯立是否会一直把义工做
下去的时，冯立深有感触地说，“做义工，
会做到老！一辈子行走在义工的岗位上
不会也不能停下来。做义工不是看我们
做了多少，而是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公益事
业，我们是城市文明的风向标，穿着‘红马
甲’就意味着履行责任、义务。”

（记者 张莉萍 通讯员 蒋振华 井晓晶）

从烟台大学来了三位年轻老师到山亭区山城街道帮包，这事在当地
村民中引发了不小的波澜。据悉，凭着对村民的一腔热情和脚踏实地的
实干精神，来自烟台大学的三位老师成了村民的“贴心人”，在他们的带领
下，村子更美了，道路平整了、街道也亮了，村民也富裕了，村民生活面貌
和生活环境更好了……

帮助残疾人 关心聋哑儿童 为灾区捐款

冯立:在义工路上一直走下去
在薛城区义工的队伍里，有这样一位瘦瘦的，戴着一副深色眼镜

的大个子，他是一位矿井工人,名字叫冯立。有一次他参加同学会,偶
然间听到同学曹守庆讲起了薛城义工分会的事迹，听到这些平凡的
人为素不相识的人奔走呼吁的那一刻，冯立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回到
家他便下定决心，一定要做他们那样的人。

见到来自烟台大学的张广毅、葛振亮和
赵畅时，吸引记者的并不是他们的成熟稳
重、礼貌谦和而是黝黑的肤色，黑色的外套，
除了架在鼻梁上的眼镜外，怎么看都像是地
道的农村人。见记者已经到了跟前，他们便
笑着跟记者打起了招呼，说起刚到帮扶的村
时，至今他们仍然记忆犹新，惊讶、迷茫、担
忧……这曾经是他们共同拥有的最初心情。

虽然三个年轻人都在农村呆过，但对农
村真实的生活却并不完全了解，尤其是这样
一个陌生城市的偏远乡村，他们特别担心自
己干不好，可是让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
如今已经10个月过去了，他们的实际行动，
让人刮目相看，一桩桩，一件件，都办到了村
民的心坎里。

驻驾自然村，因唐太宗李世民御驾在此
休息而得名，土质肥沃，但缺水灌溉，在得知

了这一现状后，三个大小伙儿就坐不住了，
人生地不熟的他们随即开始走街串巷征求
村民意见，并带领村干部跨区域马不停蹄地
调研多处市场，到正规厂家采购优质管材，
披星戴月，连夜赶路；大理元自然村，山势陡
峭，没有生产路，机械化作业成本高，又是他
们带领村干部和村民用一双双手传递石头，
铺设上山路；青石岗自然村，村民常年涉水
到农田耕种，还是他们带领村干部找专家设
计建造图，骑着电动车往返工地严把工程质
量，推着车冒着雨回驻地……截至目前，在
他们的带领下已建成漫水桥1座、灌溉蓄水
池 1座、硬化生产路 2000余米，硬化村内道
路 200米，新修机耕路 1200米，铺设灌溉管
道近 4000米，打机井 1眼、新挖砌垒机坑 5
个、新建机房3个。

●大学老师做“农民”

“什么时候还放电影啊，到时候通知我，
再放的时候把声音调大点，我耳朵不好使
……”记者跟随三个小伙子进入村里，就立
刻有村民围了上来。“再演电影，我叫您啊！
大叔。”一路上见村民打招呼，无论是老人还
是年轻人，张广毅几乎都能叫上名字来。见
记者有些惊讶，一村民说这很正常，“这么长
时间，他们在村里吃，村里住，村民们也俨然
把他们当成了村里的一员，成了村民‘贴心
人’。”回想起刚到村里的情景，另外两位老
师很是感慨。“当时大家可没有这么热情，不
知道我们是来干什么的。”为了及时掌握村
里人的想法和真实情况，他们有事没事就在
田间地头转悠，了解村里产业发展情况，征
求村民意见。

“以后养羊的村民可以睡个踏实觉了。”
岩店村的王兴奎说：“烟台大学的老师帮包
以来，给我们村带来的变化可不小，你来看
看，这些监控设施，还有这些照明设备，谈起
这些，村民个个竖起大拇指。”日前，烟台大
学捐赠的监控设备在吴庄村投入使用，吴庄
村3个自然村共安装了9个探头，3套设备，
架设视频传输线路 2000余米，布设在村庄
的主要路口以及村委大院等重要位置。

另外，他们还努力落实文化部门行业扶
贫政策，争取行业扶贫资金 15万元用于帮
包村文化活动室建设，新建文化活动室建筑
面积合计200平方米，并对文化大院其它建
筑设施进行集中修缮，使文化大院真正成为
了文化帮扶的阵地。

●他们成了村民的“贴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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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个子最高者是冯立（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