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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图 本报记者 赵艳君

3月5日下午，68岁的徐树全在
老家待了一天半之后，惜别故乡亲
友，踏上归程。

“故土难离。”离乡时，徐树全哽
咽着说了这样四个字后便潸然泪
下。儿子徐超看向父亲，眼里多了
几丝心疼。对于少小离家的徐树全
来说，此时，眼泪或许就是最好的表
达。

62年前，徐树全随父母离开聊
城闯关东，而后落户吉林。

数年前，徐树全的父母双亲相
继离世，他们生前的愿望，就是回家
乡看看，遗憾的是，受路途遥远等因
素影响，二老的夙愿终未达成。老
人的这个遗憾，让徐树全耿耿于怀，
随后，回家看看的念头一经冒出，便
肆意生长。

他开始向儿女坦露心声，一次
又一次地向他们倾诉思乡之情。

眼见父亲回乡寻亲的意愿越来
越浓厚，徐树全的女儿徐爽，试着从
网上查询相关信息，努力去帮父亲
圆了这个梦想。

“多年前，爷爷奶奶曾经和家乡
的亲属有书信往来，我依稀听父亲
说起过，老家的亲人应该生活在度
假区李海务镇，但具体哪个村子，我
并不确定。”回忆起寻亲过程，徐爽

坦言，最初，她通过自家姓氏推测村
庄名为“小徐村”，结果，就是因为她
的这个“自以为是”，让市公安局度
假区分局凤凰派出所户籍民警吴丽
娜，几乎费尽了心思。

“去年1月29日，徐爽打来求助
电话称，其父徐树全幼时随家人去
东北讨生活，如今已近古稀之年，非
常思念家乡亲人，希望派出所可以
帮助他们寻找亲人徐树章。”吴丽娜
介绍，电话中，徐爽自称老家村庄名
为“小徐村”，但她查阅系统后发现，
这个村子根本就不存在。

无奈之下，她只好和同事查找
辖区内所有名为“徐树章”的村民，
然后再一个个去核实排查。“虽说这
个名字的重名率不是非常高，但十
几个名字一一排查下来，还是费了
不少功夫。”吴丽娜说，她们一边安
排各村警务助理入户排查，一边想
办法从徐爽那里获取更多的信息。

终于，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下，好
消息很快传来了——警务助理排查
到度假区李海务街道陈庄村的徐树
章家中时，已是74岁高龄的老人非
常肯定地说，他曾经有个堂弟叫徐
树全，比自己小6岁。60多年前，堂
弟一家的确去了东北谋生计，至今
没有联络过。

得知此消息后，兴奋的民警在
征得双方同意的情况下，交换了他

们的联系方式。很快，相距千里的
兄弟俩，开启了视频通话。62年后
再次相见，两位老人看清彼此的面
容，确定彼此的身份后，同时流下了
激动的泪水。

成功找到亲人后，徐树全再也
坐不住了。远在北京工作的儿子徐
超和女儿徐爽都支持他的寻亲之
旅，他们不想同样的遗憾再发生在
父亲身上。

因为疫情的影响，徐树全的团
圆计划推迟了一年有余。终于，

今年 2 月底，他和老伴从东北出
发，一路高铁赶至北京，和儿子一
家四口汇合后，又和女儿约定好
回家寻亲的时间。就这样，3月3
日，徐树全一行8人，驾驶两辆车赶赴
聊城。休整一晚后，于次日一早携带
一面写有“人民公安恩重如山 千里
寻亲回家团圆”字样的锦旗，来到凤
凰派出所以示谢意。之后，在凤凰
派出所所长马庆广、户籍民警吴丽
娜的陪同下，回到陈庄村与亲人重
逢。

跨越62年的重逢

■ 本报记者 岳耀军

阳春三月，万木吐绿。
在度假区于集镇太平新村的一片

杨树林里，一座座日光温室大棚排列
有序，煞是壮观。

“看，这些冒出来的小黑点就是羊
肚菌。”3月1日下午，周润秋走进大棚，
扒开田垄上一层黑色塑料薄膜，一个
蜘蛛网状的白色菌丝便映入眼帘。

周润秋俯下身仔细察看着刚冒出
土的菌丝高兴地对记者说，这就是羊
肚菌的雏形！4月份，鲜嫩的羊肚菌就
能上市了。

今年35岁的周润秋是一名硕士研
究生。她大学毕业后在济南创办过国
际贸易公司，后来又成立了一家科技
公司，生意做得有声有色。

2021年6月，在“归雁兴聊”计划的
号召下，她返回家乡担任太平新村党
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放弃稳定生
活，回家当“村官”？认识周润秋的人
多有不解。

“我是从太平新村走出的孩子，对
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同时我也是一
个喜欢接触新事物和迎接新挑战的
人。”面对别人的疑惑，周润秋总是一
次次地解释。

太平新村地处位山灌区沉沙池
区，满地黄沙，种粮产量低，特殊的环
境导致群众生产生活困难，一度成为

“沙窝窝”里的困难村。
多年来，植树固沙都是村里的头

等大事，经过不断努力，现如今，土地
面积近3000亩的太平新村，植树面积
已然达到了1900余亩。

如何将防沙林变成致富林？适合
村里发展的项目有哪些？回村任职
后，周润秋和村“两委”一班人集思广
益，谋划出路。

后来，他们决定利用村里林地资
源丰富的优势，发展“三位一体”种养
模式，即地下养金蝉，地表种耐阴蔬
菜，地上种食用菌。

沙土地上种粮都不行，林下能种
出啥花样？村民心里没底气。于是，

她自掏腰包在村里建起了羊肚菌、大
球盖菇两座种植大棚做试点。

“经过去年的试种，我们发现种植
羊肚菌效益比较好，测算亩产值能达
到五万元。”周润秋说，今年太平新村
的羊肚菌种植规模扩大到63座大棚，
占地100多亩。

太平新村是聊城市重点革命老区
村，有着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村庄四
面环林、三面环水，自然生态优美。这
种独特的资源优势为发展乡村旅游创
造了良好条件。

“我们计划把村庄打造成为集红
色文化、黄河文化、原生态乡村旅居于
一体的黄河沿线特色乡村。”周润秋
说，去年夏天，他们与旅游公司合作，
共同打造了以“太平·乡趣”为主题的
林下露营基地，承接企业团建、研学
游、亲子游等近郊旅游项目，吸引大批
游客前来体验。

为解决游客就餐问题，增加村民
收入，今年周润秋引导村民开办餐
厅。“这是个闲置院落，村民正在将它

改造成一个能承接上百人就餐的餐
厅。”周润秋在一个院落前介绍。与此
同时，该村正在筹建村史馆，预计今年
5月份布展完成。

周润秋在太平新村还改建了一
所“公益学堂”，孩子们放学后可在学
堂里读书、写作业。假期期间，她还
邀请大学生志愿者来这里进行免费
艺术辅导，以提升孩子们的综合文化
素养。

如今漫步太平新村，整齐的二层
楼房错落有致；宽阔笔直的街道、胡同
四通八达，冬青、石楠、黄杨、海棠等栽
植于两旁；羊肚菌、锦鲤、肉鸭等特色
产业遍布村庄周围，昔日的“沙窝窝”
已变成安居乐业的“金窝窝”。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近日，太平
新村获评“我喜爱的乡村振兴齐鲁样
板”，周润秋入选聊城市“巾帼十杰”。

“能够带领群众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
尽一份力量，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
的。”周润秋说。

周润秋：让“沙窝窝”成为“金窝窝”

本报讯（记者 夏旭光 通讯员 张
昕）“以前找活要到处跑，现在有了零
工市场，再也不用风吹日晒了，感觉很
方便。我今天打算找一个管吃管住的
活，这不刚看了几家招聘企业……”3
月5日，在刚刚投入运营的临清市烟店
镇零工市场接待大厅里，从河北邯郸
前来找工作的王正宇盯着屏幕上滚动
播放的用工信息说。据了解，该零工
市场内配备了零工宿舍、职业指导室、
维权办公室等功能区域，可提供居住、
工作、培训、维权等“全链条”就业配套
服务，让群众找零工时有了崭新体验，
也完全打破了许多人对零工市场的固
有印象。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就业稳则民
心稳。近年来，临清市支持多渠道灵活
就业，通过科学布局、规范建设、高效运
行、优质服务，大力探索推进零工市场
建设，以零工“小市场”服务就业“大民
生”，为零工人员和用工方之间架起一

座供需桥梁。
零工市场内提供现场对接洽谈、即

时确认结果、当日面试到岗等一条龙服
务，从求职登记、岗位推介到职业规划、
创业指导、劳动维权等，灵活就业群体
只要走进零工市场，就可以得到“一站
式”全职业周期服务。

为规范完善零工市场建设，临清市
政府还出台了《关于规范完善零工市场
建设的意见》，明确了推动实体市场建
设、鼓励数字市场发展、优化市场服务
功能等系列重点工作，从政策层面全方
位支持零工市场的健康发展。

“我们将继续完善零工市场服务
管理，发挥好零工市场作为就业‘蓄
水池’与‘缓冲器’的重要作用，精准
对接市场用工需求，为零工供求双方
对接提供良好保障和有力支撑，打造
成‘放心用工、安心就业、群众省心’
的用工务工平台。”临清市人社局局
长孙阳表示。

临清市

零工“小市场”激活就业“大民生”

3月3日，茌平区胡屯镇举办“弘扬雷锋精神 争做美德少年”主题活动，志愿者们通过讲述雷锋故事、制作雷锋剪纸等形式，将雷锋精神融入到教
育教学活动中，进一步传承和发扬雷锋精神。图为胡屯镇小学的学生们在展示剪纸作品。 ■ 马红坤 刁国辉

■ 文/图 本报记者 岳耀军

3月5日是学雷锋纪念日。当天上
午，徐明海专门骑着自行车到人民广场
转了一圈，“如果那里有学雷锋志愿活
动，我就去免费擦鞋、修鞋，为市民做点
好事。”

当发现广场上没有举办活动，徐明
海不免有些失落，因为这几年每逢学雷
锋纪念日，他都会准时到人民广场参加
志愿服务活动。虽然损失了一天的收
入，但能加入到学雷锋志愿服务队伍
中，他心里很满足。

徐明海今年59岁，是阳谷县七级镇
大翟村村民，因患小儿麻痹症导致右下
肢残疾。成年后，同村的一位好心人教
会了他一门修鞋手艺。1994年，他来到
聊城市区通过修鞋实现了自立自强。

徐明海是个懂得感恩的人：“别人
教会了我手艺，让我能赚钱养活自己，
我也想给别人做点什么。”

2005年，全国十大学雷锋标兵刘光

建来到聊城招收了10名残疾人为徒，他
被刘光建相中，成了“雷锋擦鞋班”的一
员。

从那时起，他就免费为军人和老人
擦鞋。每年的学雷锋纪念日，徐明海修
鞋、擦鞋不收顾客一分钱，这一坚持就
是18年。

徐明海收入不高，但修鞋从不乱要
价，小修小补只收两三块钱。徐明海没
有文化也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因此，在
修鞋过程中经常碰到顾客修完鞋子，无
法支付现金的尴尬事。

“先把鞋子拿走，哪天路过顺便把
钱捎过来就行。”徐明海总是这样对顾
客说。“徐师傅这个人很实在，心地善
良，修鞋又很仔细，真是当代的‘活雷
锋’。”顾客李女士夸赞徐明海。

“我做的这些都是小事，不值得夸
耀。”徐明海说，社会上很多好心人帮助过
他，他也想为社会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学雷锋这条路，今后我会一直走下去。”

这件“小事”，他坚持了18年

33月月55日日，，徐明海为市民免费修鞋徐明海为市民免费修鞋

3月5日，“花朝寻梦 不负春风”花朝节主题活动在古城区红星街聊星城举行，人
们身穿各式各样的汉服，祭花神、赏红、剪花簪，并通过歌舞表演、民俗游戏等形式，沉
浸式体验了一场浪漫春宴。

花朝节是纪念百花生日的节日，简称“花朝”，俗称“花神节”“百花生日”“花神
生日”等，是汉族传统节日，最早在春秋时期的《陶朱公书》中有记载，一般以农历二
月初二、二月十二或二月十五为花朝。节日期间，人们结伴出行，踏青、郊游、赏花，
在春暖花开的季节里开展一系列春游活动，表达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

■ 本报记者 刘桐

马庆广（左二）祝贺徐树全（右二）一家团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