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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惑我来解疑惑我来解，，烦恼烦恼
我来排我来排。。深度挖掘新深度挖掘新
闻细节闻细节，，全面剖析事实全面剖析事实
真相真相，，为您澄清谬误为您澄清谬误。。

扫一扫扫一扫，，加入我加入我
们们，，私信我们私信我们，，共同关共同关
注身边的社会热点问注身边的社会热点问
题题。。

10年，日新月异；10年，时代昂扬。10年

间的发展，对于每一位正在经历这个时代的

人来说，是社会方方面面的变迁，更是生活中

具体可感的细节。

公交车司机曲威

在路上，我见证着时代之变

凌晨4点起床，是88路公交车司机曲威

多年来形成的生物钟。4点20分下楼坐班车，

4点40分到单位，到单位后，曲师傅先在车外

边走一圈，看看车皮、轮胎、玻璃有没有刮蹭；

然后做三检：检查车的油、水、电缺不缺；之后

再检查车的线路，看看有没有故障。都检查

完之后，曲师傅上车收拾卫生，随后进屋签

到，签到之后，等待调度员发车。曲师傅告诉

记者，凌晨5点17分准时发第一趟班车。

曲师傅今年50岁，是88路车队里的老大

哥。自从2001年236路（2009年变更为88路）

开通，他就被调到车队，这条线路，他一跑就

是21年。

“这20多年来，从城市到车队再到自己的

生活，都有着唠不完的变化。就说我们这个

车队吧。建队时卫星广场还是荒地，当时车

队是简易的砖头平房，冬天取暖全靠烧煤、烧

炉子。司机回来全挤在十多平方米的小屋里

取暖，因为没有食堂，车队办公室的文职人员

还负责司机的早餐和午餐，大家吃饭时因为

没有正经的餐桌，盛完饭菜就自己找个角落

蹲着吃起来。现在，88路有自己独立的办公

楼，宽敞明亮，冬天有地热，还有独立的停车

场，有专门的职工食堂，一排排整洁的餐桌，

有专门的配餐员负责大家的配餐工作，大家

发车回来有说有笑地在食堂就餐。”

“打建队以来，从燃油车、液化气车、天然

气车、纯电动车，经历了几个时代。当时236路

是大连远程汽车，没有车库存放，车内没有取

暖设施，车是后置发动车，冬天时车内还是挺

冷的，待几分钟乘客就直跺脚。”曲师傅介绍，

那时候冬天早上车辆需要加齿轮油，先用喷灯

烤，烤化了再往差速器里倒，让车辆正常运转，

保证发车。车辆卫生也很难清理，由于车厢很

冷，刷车就很容易上冻，刷一台车下来最快也

得半小时，手都冻伤了。现在88路全部更换了

新能源电动车，夏有空调、冬有暖风，乘车条件

非常好，车辆还是自动挡非常省力，减轻了司

机的工作强度。“现在还为公交车盖了暖库，增

添了刷车机，刷一台车也就两分钟。”

那时候曲威家在铁北，3点40分就得起床

上班。以前交通不方便，道路也不发达，自打

长春两横三纵通车后，他上班也变得方便。

“时代发展了，市民原来乘车只有月票、

零钱，现在可以使用IC卡、码码通、支付宝乘

车。以前线路上如果遇有堵车、事故等情况，

必须人到场进行调度车辆，现在公交有了智

能调度平台，直接在平台就能看到车辆的运

行情况，违章、故障、车辆间隔等都能及时进

行调整和处理”……

每天开车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曲师

傅深深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日新月异。“党的二

十大胜利闭幕了，咱们老百姓也迎来了新时

代新征程，对生活充满了期待和憧憬。虽然

我今年50岁了，但仍然要撸起袖子加油干，同

全省公交人一起，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党的二

十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付诸行动，向着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

老党员张秀英

十年风雨升旗路

在长春市宽城区柳影街道，有这样一个

远近闻名的“升旗小区”——富丰家园小区。

从2012年1月开始，老党员张秀英和老伴梁

金华坚持每周一清晨在小区广场举行升国旗

仪式。10年过去了，升旗仪式从未间断，五星

红旗在小区上空高高飘扬。

张秀英今年78岁，是富丰家园小区党支

部书记，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国旗奶奶”。

曾经的富丰家园小区是出了名的脏乱差，因

为是棚改回迁小区，环境不好、设施不全，邻

里之间关系疏远、矛盾频发。张秀英和老伴

十分焦急，于是二人决定在小区内举行升国

旗仪式，希望国旗精神能让大家聚在一起，齐

心协力把自己的家园治理好。

“十年来，我们的旗杆换了三代，最开始

是一根只有1.5米高、绑在变电箱上的木制旗

杆，2015年换成了高7米的铁制旗杆，现在这

个旗杆有15米高，2018年更换之后沿用至

今。五星红旗也换了30余面，参与升旗的人

数也有10余万人次了。”回想起自己十年来的

风雨升旗路，张秀英颇为感慨。

2012年6月，在柳影街道和富丰路社区的

指导下，富丰家园小区党支部正式成立，由张

秀英担任党支部书记，老党员、热心居民积极

参与。从此，小区有了“主心骨”。

正如张秀英和老伴设想的一样，慷慨激

昂的国歌和冉冉升起的国旗让人心凝聚在了

一起，参加升旗仪式的人越来越多，大家有了

聚在一起的机会，很多原有的问题和矛盾也

都逐一解决。张秀英表示，小区党支部会不

定期召开议事会，邀请社区、物业等共同参

加。在党建引领下，大家齐心协力去治理、维

护家园，小区生活环境与居民精神面貌焕然

一新，居民幸福指数直线上升。

更暖心的是，小区不断涌现出各种好人好

事，有居民从自家接水管给花坛浇水，有居民

义务为老人理发，还有居民组织义务巡逻……

“我们有个‘帮帮团’，无论谁家有事，只要在微

信群里喊一声，肯定马上就有人伸援手。”邻里

之间互相帮助，关系日益和谐。

10年间，富丰家园小区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现如今的小区环境优美、设施齐备、

邻里和睦，经常会举办各种活动。张秀英说：

“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这话说到了咱百姓的心

坎上，让我们充满了干劲，对未来信心满满。

我们会认真学习并贯彻落实二十大精神，继

续加强党建引领，大家齐心协力建设幸福小

区，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非遗传承人白春雨

用双手捏出来的生活新篇章

白春雨的这十年，用双手捏出了一段不

一样的人生。作为“吉林省第五批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白氏面塑的传承人，

白春雨的一双巧手像“卡通版”的3D打印机一

般，创作出数千个极为精巧的作品。

儿时的白春雨经常看到爷爷在农闲时挑

着挑子到村屯捏面人卖给孩子们，耳濡目染

对这门手艺产生了兴趣。虽然没有特意学

过，可他从小对人物绘画就有天分，画啥像

啥。大学学的又是广告设计专业，毕业后进

入一家工艺品公司的雕刻部门工作。

因为一次在商场里跟捏面人的老师傅“偷

师”的经历，2010年，白春雨毅然辞去工作，在

大学附近的农贸市场里花了2000元租金租了

摊位，靠捏面人为生。从白领到手艺人，他的

决定一度让父亲很不理解，“现在这个年代，放

着好好的班不上，却把捏面人当成全职，这不

是不务正业吗？”白春雨的这次转型，仅用了两

个月的时间就能赚钱养活自己了。

起初，白春雨捏的都是卡通人物。他的

第一个人像作品捏了“自己”，摆在摊位的案

头上，虽说只有六分像，但也被顾客一眼认

出。后来，白春雨的手艺被附近的大学生口

口相传，很多人都来找他捏人像。2011年，网

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白春雨适时注册了淘

宝店铺，订单也开始从四面八方涌来。

白氏面塑传承到白春雨已是四代，至今

有百年传承历史。他的作品里既有东北民俗

系列、长白山人参系列，用手艺来展示家乡的

特色和文化，也有年轻人十分喜爱的“流行时

尚人物肖像系列”，成龙、甄子丹、宋小宝、周

星驰、贾玲……这些知名演员的卡通肖像摆

在他的展架上，让人有一种“数星星”的感觉。

白春雨最擅长的是捏人物，造型简练生

动，形象逼真传神，比例夸张适当。在他的工

作室里，展架上摆满了经典作品。2014年，白

春雨在网上看到面塑的教学视频，大受启发，

自己也如法炮制，发了几段，没想到十分欢

迎。很多人通过他发布的视频，对面塑制作

技艺感兴趣，纷纷慕名来到长春拜师学艺。

这几年，白春雨教过的学生遍布全国各

地，有从新疆坐火车前来学艺的，还有一位远

嫁美国的大姐特意飞回国。学习了党的二十

大报告之后，白春雨为国家能够对文化如此

重视，感到十分开心。现在白春雨有了新的

想法，除了想把面塑的材料、配方不断做技术

更新外，还希望开拓更大的市场，让更多人了

解非遗、传承非遗。他想从娃娃抓起，“让孩

子在玩中不知不觉学会，让他们多掌握一个

技能，以后人生中也会增加更多选择。”

志愿者吕志国

一起做公益的人越来越多

“有时间做志愿者，有困难找志愿者。”在当

下的长春市街头巷尾，总能看到志愿者的身影，

他们活跃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成为这座城市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吕志国就是这样一位志愿

者。今年37岁的他是党员，也是吉林省老兵志

愿服务队队长。对他来说，非凡十年，日新月

异，身边的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变

化最大的，是一起做公益的人越来越多了。

“10多年前，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退伍老

兵走上了公益道路。那时候人手少，大家仅

凭着一股热血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而如今，我

们成立了吉林省第一支专业的老兵志愿服务

组织，成员上百人，开展了‘兵蕾’计划、戎创

青春等志愿服务项目，带动、扶持了一个个退

役军人志愿服务组织。”

自2009年12月退伍返乡后，吕志国虽然

脱下了军装，但始终不忘部队的教育和培养，

把关心帮助他人、勇于担当社会责任作为自

己的人生追求，默默做着好人好事。大家都

说，风雨中总能见到吕志国的身影，在别人困

难时也总能找到他。

永吉县发生特大洪水，吕志国带领的志

愿队伍，是第一支到达灾情最严重的歪头村

的救援应急分队。他带去了无人机等多种设

备，帮助村民搜寻物资，消杀环境，运送一千

余件达5吨重的生活和药品等物资。

吕志国曾在大凉山深处军营当兵，离开

这么多年，依然心系大凉山的乡亲们，组织实

施“情系大凉山，伸手共相援”的援助志愿服

务项目，长期资助那里的贫困儿童与困难群

众，帮助政府完成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任

务。他还开展“兵蕾关爱儿童计划”，长期为

长春市多名困难儿童筹集资金，总金额达215

万余元，为全省40多所小学赠书2万余册。

“十年来，我省的志愿服务蓬勃发展，欣

欣向荣。如今我们着重发展志愿服务品牌，

打造精品服务项目。在志愿队伍正规化、志

愿者专业化、志愿服务常态化的道路上花心

思、下力气，在沉淀与开展服务中不断积累、

不断壮大。”吕志国说，回顾过去，从最初的8

人不断发展到现在的230人，公益路上的小伙

伴越来越多了。“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并从多个角度对中国式现代化作了深入阐

释。作为党员、退伍老兵、志愿者，我们要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继续以党建为

引领持续激活志愿服务的‘红色细胞’，利用

好自身优势，用实际行动讲好志愿服务故事，

为退役军人和困难群体提供更贴心的服务，

让志愿服务在新时代绽放新光芒。”

听百姓讲故事：我们这十年
本报记者 吴茗 于悦 韩玉红 马贺

金秋十月，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世界的目光聚焦新时代中国，百姓的目光聚焦人民大会堂。长春各个社区

百姓都自发地收听收看党的二十大现场直播，聆听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报告，随着党代表的掌声一起欢欣鼓舞，为

过去十年祖国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骄傲和自豪。近日，记者采访了不同行业、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长春市民，听

他们讲述身边的十年之变。

10年间，88路车队由烧煤取暖的砖头平房变成了宽敞明亮、现代感十足的办公楼。 本报记者 吴茗 摄

吉林省老兵志愿服务队看望老兵。 （资料图片）

在 88 路公交车司机曲威的眼中，过去这十年，长春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本报记者 吴茗 摄

白春雨教小朋友捏面塑。 （资料图片）

在长春市富丰家园小区邻里中心内，经常会举办各类活动，
丰富居民的休闲生活。 本报记者 于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