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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远的钟声，送
走了一个难忘的昨
天；红火的灯笼，迎
来了一个崭新的开
始 。 回 望 2023 年 ，
我们有喜悦有甜蜜，

有泪水也有感动。生
活有期盼才有色彩，
面 对 崭 新 的 2024
年，每个人都有新的
希望和期许。

近日，记者走访

了我市部分志愿者、
交警、医生和创业
者等，记录他们过去
一年的收获与喜悦，
倾听他们对新一年的
期盼。

新年新愿景 开启新希望

孙岩是一名地道的商丘“原住
民”。2003年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家
乡投身旅游行业，成为商丘首位国家
高级导游员，并在2015年获评“中国
好导游”。谈及 2024年的愿望，孙岩
说，他有一个“野心”，那就是接待更
多的游客到商丘旅游观光，带他们去
商丘古城、芒砀山、火神台……给他
们讲述商丘灿烂而悠久的历史文化。

孙岩告诉记者，旅游业是一个比
较脆弱的行业，社会上的一点风吹草
动都会给旅游业带来巨大的“蝴蝶效
应”。2020年年初开始的疫情给旅游
业带来沉重打击，三年时间，很多旅游
企业倒闭，旅游从业人员跳槽转行。
孙岩也陷入绝望，不知道旅游业何时
能够迎来“春暖花开”。

2023年，旅游业重获新生。刚出
正月，尚处于春寒料峭的季节，来孙
岩所在的旅行社咨询报名的游客已逐
渐多了起来。随着气温的变暖，出游
的游客也日益增多，旅行社接待的人
数从之前三年的门可罗雀到宾客如

云，这种场景孙岩觉得既熟悉又陌
生，三年的坚守没有白等，旅游业起
死回生了。

2023 年，孙岩所在的旅行社接待
了近万名游客，与 2019 年相比，业务
量恢复了 90%左右。孙岩说，对于旅
游业来说，这个成绩相当不错。

得益于 2023年打下的良好基础，
孙岩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他说，2024
年，他希望带领更多的游客到世界各
地、大江南北欣赏更多的美景，他也
更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到商丘，感受商
丘的魅力。

从 2021年年底开始，孙岩坚持在
抖音等社交媒体上通过短视频的方式
推介宣传商丘的历史文化和旅游景
点，收获了全国各地网友的关注。但
他认为，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众人
拾柴方能火焰高，每个商丘人都应把
宣传商丘当己任，人人都充当商丘的

“代言人”“宣讲员”，让更多外地朋友了
解商丘、赞美商丘，让旅游业更好地带
动商丘经济发展。

高级导游孙岩

让更多游客感受商丘的魅力
文/图 本报融媒体记者 戚丹青

2023年 4月 13日，商丘市帮扶商
丘好人协会爱心妈妈志愿服务队成立
了。61名具有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
指导师职业证书和相关从业经历的

“爱心妈妈”成为首批心理援助热线
志愿者，裴玉静被推选为队长。8个
多月以来，裴玉静和队友组织了很多
公益活动，用真情呵护青少年的心理
健康。

裴玉静介绍，2023年，她带领队
友开展了《打开心门——从心理学角
度解读孩子们的行为》心理课程、《爱
心妈妈、心理援助热线》《关爱好少
年、一起向未来》《521助残日、关爱
残疾儿童》《童心飞扬、情暖“六
一”》《粽情粽意情暖身边好人》《爱
心助考》《无偿献血》《益起圆梦》等
志愿服务活动。全年共计资助困境儿
童9人，关爱困境儿童22人。

“每一场活动的筹备与开展，我们
都精心考虑、精细安排，每接到一个
求助孩子的信息，我们都去学校和家
庭进行实地走访，再安排帮扶资助的

‘爱心妈妈’，帮助他们建立联系。”裴
玉静说，每帮助一个孩子、一个家

庭，她的内心都特别高兴。
帮助了这么多孩子，令裴玉静印

象最为深刻的是睢阳区勒马乡的“新
时代好少年”宋盼盼。据了解，宋盼
盼的母亲因病卧床不起，父亲是聋
哑人，日子过得很艰难。宋盼盼和她
妹妹被分别寄养在舅舅和姑姑家里，
姐妹俩品学兼优。宋盼盼的妈妈虽然
不会说话，但看到裴玉静和志愿者前
来帮助孩子的时候，眼泪止不住地
流。虽然已经过去了好多天，但每次
回忆起这些画面，都能让裴玉静在公
益道路上继续前行的信念愈加强烈。

爱心妈妈志愿服务队成立半年
多，已有 88 名“爱心妈妈”和 90 名

“爱心妈妈”心理咨询师志愿者相继
加入。

裴玉静表示，2024年，她将和队
友站在新的起点上，积极与社会各
界爱心企业、爱心人士携手，搭建
公益平台，拓宽公益渠道，为更多
的孩子提供心理辅导、情感支持和
物质支持，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他们的健
康成长保驾护航。

“爱心妈妈”裴玉静

用心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文/图 本报融媒体记者 戚丹青

2023 年最后一天，胡志刚和平时
一样在医院值班，用心接待每一位患
者。“一年 365天，医院全年无休，是
不是节假日，对我们来说都一样。”胡
志刚说。

胡志刚是睢阳区古宋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的一名医生，从医 20年来，他一
直在基层医院工作。谈到自己的新年愿
望，胡志刚说：“新的一年，继续做好
基层医疗服务，让居民健康更有‘医’
靠，希望居民身体都健健康康。”

提起基层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有些人觉得只能治疗感冒、发烧这样
的小病。“其实不然，基层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是居民健康的‘守门人’，公共卫生、
慢性病管理等工作，都由我们去做。”胡
志刚说，在科室设置上，除了内科和全科
外，他们还有外科、儿科、口腔科、康复理
疗科、妇科等专业科室，特别是儿科和糖
尿病专科是我们医院的特色科室，2023
年，又新进口了日立牌彩超，能基本满
足居民基础健康需求，能为群众提供安
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

本医疗服务。
采访中，胡志刚还告诉记者一个好

消息：新的一年，光明西苑新增设的五
里井社区医疗服务延伸点即将投入使
用，这可以让南部新城安置区的居民在
家门口享受及时有效的基本医疗服务。
再加上现有的阏伯社区医疗服务延伸
点、迎宾社区医疗服务延伸点和大吴社
区医疗服务延伸点这三个医疗服务延伸
点，辖区 13万居民在两公里范围内可
实现基本的就诊服务。

除了钻研业务知识，胡志刚说，作为
医生，和患者沟通也很重要。语言是连
接医生和患者心灵的桥梁，良好的语言
沟通能够缓解患者的紧张情绪，增强他
们对医生的信任。因此，在新的一年，他
也会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沟通能力，用更
清晰、更温暖的语言与患者沟通。

“新的一年，家里也将有一件大
事。”胡志刚兴奋地说，正在读高三的
女儿今年要参加高考，女儿成绩很优秀，
胡志刚希望她也报考医学专业，将来为
国家的医学事业贡献力量。

基层医生胡志刚

用仁心仁术守护患者健康
文/图 本报融媒体记者 宋云层

对商丘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大队
三中队民警豆亚峰来说，元旦假期与以
往没有太大区别，他依然坚守在工作岗
位上，守护群众平安出行。

2023年 12月 31日 8时许，记者来到
连霍高速公路商丘站，这里车流如梭，车
辆畅通有序地进出收费站。记者看到，
豆亚峰吹着响亮的哨子，不断地用力打
着手势，指挥引导过往车辆安全通行。
刚巡逻归来的豆亚峰不停地在站口走
动，冬日初升的阳光下，眼里满是对2024
年的希望。

“时间如白驹过隙，2024年是我从事
交通管理工作的第16个年头，也是我在高
速公路上第11次过元旦假期。群众团圆
过节，人民警察站岗守护，让群众回家的路
更平安畅通，我们累点、辛苦点也值了。”疏
导车辆间隙，豆亚峰的话语朴实无华。

连霍高速公路商丘收费站是环商丘
高速的重要门户，也是商丘公安机关的
一个重要形象窗口。这里日均车流量
1.5万余辆，每逢节假日，车流量是平时
的几倍。潮汐般涌来的车辆、各种琐碎
事情接踵而至。作为交警中队负责人，
豆亚峰带领中队人员始终绷紧安全弦，

时刻注意执勤形象，履职尽责从不懈怠，
不厌其烦，为驾驶员筑起安全防护墙，守
护万家平安。

忙归忙，看着路上车水马龙的热闹
景象，豆亚峰打心眼里感到高兴和振
奋。回首 2023年，他收获颇多，“商丘高
速交警”的招牌越擦越亮，加强党的建
设，开展主题教育，筑牢了政治忠诚，持
续锻造了业务尖兵；聚焦交通秩序整治
系列行动，日夜夙心坚守在岗，执法管控
效能持续提升，不断维护了路路畅通；聚
焦民生问题，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实打
实的举措赢得了群众的认可……

“2023年，你对哪件事印象最深？”记
者问。豆亚峰回答，2023年 2月 19日上
午，商丘市柘城县一名4岁男童在家玩耍
时，被三轮车压伤脖颈，生命垂危。接到
求助后，他开启“生命通道”，原本需要15
分钟的路程，仅用时不足5分钟就赶到了
医院，为及时抢救赢取了时间，孩子转危
为安。

新的一年，豆亚峰也有自己的愿望。
他希望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老人身体康
健，孩子健康成长。但他最大的心愿还是
路路皆通畅，人人皆平安。

高速交警豆亚峰

全心全意护航平安回家路
文/图 本报融媒体记者 宋云层

“2023年，装修行业面临着不小的
挑战，但我的业务量做到了 100万元，
这超出了我的预期。现在我已经签下
了 3个订单，2024年我要大干一场，争
取实现业务量翻番。”近日，自主创业者
王海彬信心满满。

王海彬是虞城人，2004年，他凭着
一腔热情和妻子一起来到商丘市区创
业，先后卖过装饰线条和门。五六年
前，他踏入全屋装修行业。他说，这是
一条充满竞争力的赛道，刚开始自己资
金不足，人脉资源有限，发展相当艰
难。“最初我的业务量很小，仅有两个工
人，接的也都是几万元的简装。但我有
自己的坚持，我把活干好，让客户满意，
还要把工人安顿好，让他们愿意跟着我
干。”凭借诚实厚道的品质，慢慢地，王
海彬逐渐赢得了客户的信任和口碑，也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站稳了脚跟。
2023年，他的业务发展较快，除了商丘
外，他的业务范围又扩展到了郑州、开
封等周边城市。他不再局限于家庭装

修，而是增加了学校、公司、单位等工程
装修。2023年年底，他盘点了一下，一
年的业务量已有 100万元：“2023年总
体来看我感觉并不太好，但没想到年底
一算账还是给了我一个惊喜。”

这几天，王海彬负责的几个工地同
时开工，工人也增加到近 20名。他每
天早晨 6点多起床，7点准时到工地监
督工程质量，一天也没有休息过。他
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生活品质
的要求越来越高，也更讲究环保，所以
自己必须不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
能，精工细作，坚持质量第一，才能满足
客户的需求。

2023年年末，王海彬已经和杞县
的客户签下了新的合同。对于 2024
年，王海彬满怀信心和期待。他说，
希望在新的一年里，业务量能够翻
番，给家人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为
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将继续努力，不
断创新和提高服务质量，以满足客户
的需求和期望。

自主创业者王海彬

希望生意越来越红火
文/图 本报融媒体记者 戚丹青

2023年 12月 31日，在永城市顺河
镇村民刘傲的草莓种植基地里，绿油
油的草莓苗青翠养眼，颗颗鲜红的草
莓点缀其间，阵阵香气扑鼻而来，让
人垂涎欲滴。

25岁的刘傲毕业于江苏农林职业
技术学院，毕业后，带着所学技术回乡
创业，搞起了草莓种植。如今，年纪轻
轻的他已是当地出了名的草莓专家。他
还带领几十户村民一起种草莓，让乡亲
们走上致富路。

2023年，刘傲种了 10亩草莓，眼
下正值盛果期，他和家人每天忙着采
摘。刘傲表示，种植草莓的经济效益远
超传统作物。然而，由于种植技术难度
较大，很多人在尝试种植草莓时遇到了
许多困难。为了教会更多的人种植草
莓，刘傲不仅成立了草莓种植合作社，
还开通了线上技术服务业务，把草莓种
植技术在全国推广。

为做好技术推广，他精心策划了一
系列网络在线教学课程，从草莓的生长

环境到种植技巧，从病虫害防治到收获
管理，内容丰富。他希望通过这些课
程，让更多人了解草莓种植的全过程，
从而激发更多人对农业的兴趣，投入到
这片广阔的天地中来。

每天早上一睁眼，刘傲都要回复来
自全国各地种植户的咨询：“草莓生长
缓慢怎么办？”“草莓光长叶不开花是什
么原因？”“我家草莓根系不发达，出现
死株现象是怎么回事？”面对各种各样
的问题，刘傲都能根据自己积累的经验
一一进行回答。

谈到新一年的规划，刘傲说，他准
备扩大草莓技术服务团队，扎根基层，
成立新媒体工作室，推广草莓农技知
识，利用网络直播平台帮助更多的草莓
种植户种好草莓。

“我希望草莓行业能更加健康蓬勃
发展，农户能科学规范做植保，生产出
更优质绿色的草莓果实，希望小小的草
莓能给大家带来更甜蜜的生活。”刘傲
充满憧憬。

新型农民刘傲

让草莓映红更多人的致富路
文/图 本报融媒体记者 宋云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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