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虽苦犹甜：
载着思念回家

2月14日，离大年三十只有5天，刚从浙江打工回
来踏上回西秀区岩腊乡班车的杨晓兰带着一脸喜悦。

“总算回家了，这一天我盼了一年。”杨晓兰喃喃自语。
“儿子14岁了，女儿也有11岁，我太想他们了，你看

我给他们买了新衣服，还有新鲜的水果。”杨晓兰指着随
身携带大大小小的包裹对记者说。“娃娃长大了，老人也
老了，我们在外打工辛苦赚钱也是为老小，所以我给每
位家人都准备了过年的礼物，别看提的包多，回家还不
够分呢。”说起回家的期盼，杨晓兰神采飞扬，在外的辛
苦也随之散去。

“我老公在江苏打工，我在浙江，平时各忙各的，很
少有时间在一起，为了回家，我们提前准备了许多东西，
要不是他帮着，这么多的包还真难拿呢！”杨晓兰露出灿
烂的笑容。

说起家里盖新楼的事，杨晓兰的话匣子又打开了。
“我们家的房子已盖了二层楼，今年准备盖第三层，我和
老公每月加起来有七八千元，除去花销每月可以存三千
多元，加上老人在家里养鸡、养猪存下的钱，我们盖新楼
应该没有问题。”

“新年最大的心愿，一是希望老人身体健康，孩子学习
进步，快快乐乐成长，二是希望我们所在企业稳定，赚钱有
保障，再苦一两年也要回家守老人、娃娃了！”杨晓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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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照亮回家路
□丁晓霞

唐静是今年服务春运的志愿者之一，她来到火车站
服务有10天的时间了，每天都要工作7个小时。“以前春
节回家，都是别人帮助自己，今年，也换我来帮助别人。”
在谈起为别人服务时，唐静的脸上洋溢着笑容。

在安顺火车站，一共有8名志愿者，分别负责自动
区、售票区、广场、候车室、爱心小屋等场所。“导购导乘
宣传，免费亲情电话，手机应急充电器，常备药品提供”
这是爱心小屋上粘贴的标语。爱心小屋是火车站临时
搭建起来，帮助旅客解决问题的场所。

“一次，有一个衣衫褴褛，看起来精神失常的男子来
到这里，说是找不到回家的路了，经民警调查后发现，该
男子并没有携带有效证件，于是，我们就协助民警将其
送到了休息室，待核查清楚后，再联系了他的亲人。”唐
静说，虽然有时候主动上前帮别人提行李容易被别人误
会成骗子，但是我们还是会一如既往地做好春运服务工
作，锻炼自己的同时，服务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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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火车站出站口旁的便民服务站是四川古蔺郎
酒销售有限公司安顺经销商下设的为旅客免费服务的
送水点。目前已免费送矿泉水1000瓶。

□丁晓霞 摄

2月12日，镇宁自治县标准化盲人按摩中心的按摩
室内，高级盲人按摩师杨仕忠正热情地忙碌着，从接待
客人到给客人按摩，杨仕忠都会竭尽所能地把每一个细
节做好，虽然每天的工作对于双目失明的杨仕忠来说异
常辛苦，但时刻挂在嘴边的笑容，却映衬着他心中的幸
福和满足。

杨仕忠是镇宁自治县江龙镇人，因双目失明，以
前他几乎成了家中的“负担”，“家里的农活我干不了，
又没法独立生活，30多岁了还没有成家，村里的人都
瞧不起我。”2005年，32岁的杨仕忠在县残联的帮助
下，参加了一次盲人按摩技能培训，从此杨仕忠的生
活中便照进了第一缕阳光。“我们去培训的这批盲人，
县残联都把我们安排在了盲人按摩中心工作，从那时
候起，我有了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第一笔工资，我可
以不再依靠别人生活，我可以通过双手养活自己了。”
杨仕忠说。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供需结构的调整，残
疾人就业问题成为了一个普遍的社会难题，残疾人就业
问题不容忽视，如何更好地实现残疾人就业？镇宁自治
县变“输血”为“造血”，通过“抓培训、搭平台”，仅去年一
年，全县残疾人新增就业人数就达168人。

2月12日，在黔韵民族服饰公司的生产车间里，40
多台崭新的缝纫机同时运作，40名来自该县各个乡镇的
残疾人，成为这些新机器的第一批操作者。据了解，从2
月6日开始，黔韵民族服饰公司便利用自己的车间厂房，
与县残联一起，为全县40名残疾人开设起了服装制作、
假发制作等培训课程，据公司负责人张建华介绍，参加
培训的残疾人学员，考试合格后，就可直接与公司签订
就业合同，成为公司的正式员工，月薪2000元起底，还

包食宿。
如此优惠的条件，吸引了不少残疾人前来报名，该

县扁担山乡红运村40岁的村民马启芬便是其中之一，
因幼时患上小儿麻痹症，导致下肢残疾，由于行动不便，
她靠贩卖手工刺绣维持生计，月收入仅800元。“我和我
的丈夫都是残疾人，家里有地种不了，每个月都是靠卖
一些手工品和政府救济维持生活，孩子又在上初中，日
子过得很困难，通过这次培训，我和黔韵公司签了合同，
在这里上班，我一个月能有2000多元的收入了。”马启
芬告诉记者。

据统计，目前镇宁自治县共有8598人持有残疾证，
符合就业年龄的残疾人就有4080人，其中80%的残疾
人生活在农村。单靠福利机构来解决残疾人就业是有
限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残疾人脱贫的问题。通过县残
联对全县残疾人家庭的就业及生存状况进行摸底调查
显示，残疾人就业创业脱贫的愿望十分强烈。对此，镇
宁自治县积极开展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工作，使残疾人
掌握了一定的技能、技术，在丰富了他们职业技能的同
时，也为残疾人脱贫致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开展培训的同时，县残联还不断整合各项资源，
与企业合力助推残疾人创业就业，比如这次与黔韵公司
合作开展的培训，黔韵公司就专门拿出了80个就业岗
位提供给残疾人，这样大的规模在镇宁来说是首次。”镇
宁自治县残联党组成员黄鹏告诉记者，职业技能培训注
重实效，紧紧围绕培养残疾人一技之长，以提升创业就
业能力为根本，按残疾人创业就业的需求，把职业技能
培训与产业发展有机结合，通过产业发展来拉动残疾人
脱贫致富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家住镇宁自治县城区的罗燕与丈夫郭传福，在当地

是小有名气的“老板”，他们的名气靠的不是财富累积，
而是创业的精神。

罗燕与郭传福同为下肢残疾，2009年，在安顺福
利厂从事缝纫机操作的罗燕看到餐具消毒市场行情
较好，便拿着积攒下来的几万元钱与丈夫一起回到镇
宁，做起了餐具消毒生意，但由于设备老旧加之缺乏
经验，罗燕的生意一度惨淡，月收入不足2000元。“当
时我想过放弃，因为我和丈夫都是残疾人，走不了路
开不了车，跑不到业务，但后来县残联知道我创业的
事情后，主动联系我们，送我们去参加企业管理培训，
还帮我丈夫申请到了省里面的汽车驾驶培训，并让他
拿到了驾照，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的生意渐渐有了
起色。”罗燕说。

如今，罗燕的餐具消毒生意已今非昔比，现在她不
仅有了30多家固定客户，还花了20万元更新了消毒设
备，以提高生产效率，罗燕告诉记者，她已经雇佣了6名
工人给自己干活，但有时还是忙不过来，而丈夫的主要
工作就是开着改装过的汽车跑业务，现在，他们夫妻俩
每个月的纯收入就有5000多元。

据悉，去年以来，镇宁自治县残联采取发放滚动
扶持资金、小额贴息到户贷款资金、个体开业奖励扶
持资金等形式，扶持13户残疾人家庭创业，发放小额
贴息到户贷款金额18万元，贴息金额12092元，发放
残疾人个体开业奖励扶持资金28128元，实施滚动扶
贫贷款及创业扶持补助资金14万元，此项工作受到
社会一致好评。去年一年，该县残联残疾人劳动就业
服务中心用于推动残疾人培训、就业工作的资金
796352.02元，超出市、县规定的支出比例，超额完成
上级部门下达任务。

倾倾情叩开幸福门情叩开幸福门
———镇宁自治县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见闻—镇宁自治县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见闻

□本报记者 李铠

羊年春节即将到来，不少在外的游子纷纷踏上了回
家的路。可是也有那么一些人，因为家庭、工作等等原
因，他们不能回到家乡。但在他们心中，同样有着那浓浓
的、剪不断的乡愁……

张雨远在澳大利亚，由于国家的不同，中国的春节张
雨是没有假期的。“现在祖国越来越强大，出国的人很多，所
以很多城市都有为华人组织的春节，但是年味远不及国
内！”由于不能回家，张雨只能通过网络视频和父母联系。

“爸，妈，你们身体现在咋样？”虽然在国外已接近10
年，但张雨口中的安顺话还是非常地道。“我们都好，你在
那边好好勒就行咯！不要老是想我们！”父母叮嘱视频那
头的女儿。“我好得很，就是想吃安顺的小吃，烤肉，小锅

凉粉，裹卷……还有老妈做的毛豆鱼。”张雨说着，语气中
突然带着些伤感。她说，千好万好都没有家好，有休假一
定回来陪陪父母，尽尽孝心。

刘丹也是不能回家的人之一。“今年我生宝宝了，安
顺没有暖气，带着小孩子不方便，所以回不去了！”刘丹8
年前嫁到河南洛阳。“安顺那边还有妹妹和父母，我没结
婚之前有空就会回去，结婚后就回去得少了，现在有了孩
子，连春节都没法回去。给父母打电话说不回去，父母挺
失落的，但是还是理解我，我心里也很愧疚！”刘丹说。父
母在自己刚生孩子的时候来河南住到孩子满月，现在孩
子10个月了，刘丹打算等天气暖和些，就带孩子回安顺
看看外公外婆，让自己的父母也享享天伦之乐。

百味掺杂：剪不断的乡愁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路上的车越来越多，街上到处
都是市民备办年货的忙碌身影。就在那或远或近偶尔想起
的几声鞭炮声里，有这么一些人正在回家的路上。

“有钱没钱，都要回家过年啊。”张涛来自云南昭
通，他和家人去年5月份来安顺一个建筑工地做工，靠
着辛苦挣来的工资，全家老小七八口人都在安顺租房
生活，快过年了，2月13日，带着前些天刚结算的2万
多元工资，他和弟弟、堂哥、嫂子等约上一起坐火车回
家过春节。

张涛喜欢王宝强唱的那首《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的歌
曲，坐在行李上显得有些疲倦的他说，在安顺半年多来，
工作还算顺利，钱也挣得一些，但就算没有挣到钱也会回
去陪家里的老人过年。“明年，我们还会回安顺来做工，毕
竟，还比较喜欢安顺这个城市，还有这里的环境和气候。”

就在火车站广场一边，等候上车的赵恒一来自湖北，
22岁的他去年7月毕业后就进入一家电力工程公司，被
安排到安顺的一个项目上。这次回家，是他工作以来第
一次从外地赶回家与家人团圆过年，他深有感触。

“没想到这么快自己就长大了，对于在外地工作的人
来说，回家过年意味着一种家庭责任，这种责任蕴含着太
多的亲情。”小赵在等车之余，特意买了些茶叶之类的贵
州特产，准备带回家孝敬长辈，而自己路上的饮食却只买
了几瓶水和几桶方便面。“路程太远，自己刚刚参加工作，
收入还少，也只能随便带一点略表心意了。”

“我最怕坐车，不过过不了多久，高铁就通了。”小赵
说，他现在回老家，先坐火车到宜昌再转车，等贵广高铁
全线开通，他可以乘高铁直达家门口，“到那个时候，回家
探亲的旅途就不会那么累。”

回味悠长：家，是所有的牵挂

离过春节还有十天，在深圳少年儿童图书馆工作的
蔡焱便早早请了探亲假，坐着D2808高铁回到家。

“才5个小时，260多元，我就从那头到了这头，以前
要坐24小时的火车啊，坐高铁回家，真快！”第一次乘贵
广高铁回家过年的蔡焱感叹高铁带来的方便。

因为少了旅途的疲劳，蔡焱一到家便和爸妈围坐着
拉家常，这是游子期盼已久的暖暖的家味。和妈妈一起
逛菜场、洗菜、做饭，和爸爸说说图书馆“亲子读书活动”
的开展情况，一家人一起逛逛年货市场，蔡焱很快便融入

到安顺人的生活中。
十年前，因为一次意外，蔡焱腿部受伤，一到冬天安

顺阴冷潮湿的气候成了他健康的障碍，迫于无奈他只好
到南方工作。每次提到回家，长途的疲劳总是让他沉重，
现在开通了贵广高铁，让许多在外打拼的游子少了时空
距离的障碍，也增加了回家次数。

“夏天我还要请休假来度假，安顺的夏天太让人眷
恋，我还会组织深圳的朋友来安顺游玩，把美丽的家乡推
广给更多的朋友。”蔡焱说道。

满怀欣喜：坐高铁回家，真快！
年味浓浓在身边，思念的弦早已

拉满。过年啦，回家吧。多么平淡的
一句话语，却曾在无数人心底引发过
绵长的悸动。在外打拼的人们，放下

一年的工作，跨越千山万水，回到家乡。
这一年，你们在外面过得好吗？外面

的世界是否很精彩？回到家乡感受到了哪
些变化？春节临近，让我们一起聆听归乡
人的心声。

平坝法院

辗转三省执行得款65万余元
本报讯（张真礼） 2月1日至7日，平坝法院执行局干

警驱车2000余公里，跨贵州、重庆、四川三个省级行政区，强
制执行两起案件，执行得款65万余元。

今年初，该院立案受理胡某某申请执行平坝某煤矿不当
得利纠纷一案，因该煤矿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支付
胡某某工伤保险待遇的义务，胡某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因该案具有涉民生案件的特殊性，该案承办法官接到案件后
立即开展了财产查控，但因该煤矿停产等原因，未能查控到
可执行的财产。被执行人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成了该案的执
行瓶颈，但承办法官并未因遇到的困难而退却，根据以往的
办案经验，前往贵州省工商管理局查询了该煤矿的组织形
式，查明该煤矿为个人独资企业。鉴于此，该案合议庭合议
后依法裁定追加该煤矿投资人罗某某为被执行人。但难题
也接踵而至，罗某某现居住地在重庆，不在该院辖区范围
内。根据案件情况，承办法官决定前往重庆对其财产进行查
控，希望能够将案件的申请标的执行到位。

2月1日，执行局一行4人驱车前往重庆。到达重庆后，执
行人员先后去工行、建行对被执行人的存款进行查询，并查询
到罗某某在工行有可供执行的银行存款。为确保该款项不被
转移，执行人员又立即前往该地采取冻结等措施。经过3天的
奔波，胡某某申请执行平坝某煤矿一案得到顺利执结。

因外出执行一次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为节约办
案资源，执行法官在前往重庆时带上了平坝某铝化工公司申
请执行四川某破碎公司合同纠纷一案。该案为2013年所
立，当时因被执行人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以终结本次执行程
序结案。在顺利办完胡某某一案后，执行法官又马不停蹄前
往四川。2月6日，该案的申请标的完全执行到位。

此次跨两省一市的执行，平坝法院执行法官顺利执结
两个案件，共执行得案件款65万余元，保护了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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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顺临时客运东站，一名旅客
拖着行李，步履匆匆。

□记者 刘现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