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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近日，16年前怒江上的“溜索女孩”余燕

恰再次引发人们关注。从昆明医科大学毕业后，她选择回

到家乡就业，成为怒江州人民医院的一名医务工作者。

事情还要从 2007年说起。那天，余燕恰穿着粉色上

衣，背着书包独自溜索过江的一瞬间，恰好被正在当地采

访的媒体记者拍到。这张照片引起轰动，一时间，许多人

纷纷捐款助力修桥。2008年3月，村子里有了第一座爱心

桥。走过这座桥的余燕恰被爱心人士带到北京游玩，第一

次看到了怒江之外的世界。她从此立志要好好读书，回报

这些陌生人的善意。

从爱心桥走出怒江，学成又从这里返回家乡。这样一

个“爱的轮回”令人动容。这便是善意和爱心的力量。

在余燕恰的身上，我们看到许多来自陌生人的爱心痕

迹。比如，捐款建桥，从根本上改变了当地人接触外部世

界的途径；爱心人士带她去看精彩的世界，并指出抵达路

径唯有学习和奋斗……这些成长经历中的“标点符号”让

她“原本漆黑的道路上多了一盏盏明灯”，也深深埋下了一

颗颗希望的种子，在爱的浇灌下一路生花。

这种有关延续爱心的故事，也在更多地方书写着。眼

下，已经有很多人和村庄，通过汇集而来的爱心与善款，不

断改变着个体命运和山乡面貌。

从希望工程“大眼睛”女孩苏明娟成长为党的二十大代

表，到大凉山“悬崖村”精准脱贫、成为网红旅游打卡地，再

到厦门大学“这条小鱼在乎”奖学金20余年间累计资助贫

困学生近2万名……在这些故事里，我们都看到了爱的种

子在萌芽，希望在勃发，善意在涌动，而更“戳心”的是，这些

爱意都有了回响——当教育条件、生活水准、就业环境不断

变得更好，一些受惠的年轻人选择回到家乡，投身到乡村振

兴的蓝图中。正如余燕恰所说：“成长路上，我遇到了太多

为我‘打灯’的人，唯有不断努力，才能回馈这些善意。”

如今，当地用来过江的溜索已被桥梁取代，一条条平

坦的马路修通，一栋栋漂亮的楼房建起。这是时代发展的

必然。一条窄窄的桥、一段短短的路，工程量或许并不大，

但连接起山村接触世界的机会，铺就一个人、一个家庭的

向上蝶变之路，温暖很多人的世界。

看见善意的力量，让爱心循环起来，愿这些温暖又圆

满的“续集”故事，再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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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日趋细分，设备更加智能，专业水准越来越高

养老新职业引来年轻人，90后花式服务“90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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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涌动 一路生花

养老服务新需求催生了一系列新职业。养老服务行业正朝着专业化、精细化方向

发展，对从业者不仅能力要求更高，也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加入养老行业。

青海近12万农牧民实现转移就业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记者日前从青海省人社厅获悉，今

年以来，青海以“助企暖企春风行动”及重点企业用工服务保

障为抓手，不断创新服务方式，构建省、市、县三级联动的公共

就业服务工作格局，落实落细有组织规模化劳务输出政策举

措。截至目前，全省累计有组织规模化近 12万农牧民转移就

业，实现全年目标的 47.6%。

青海紧盯本地区产业特色和劳动力特点，进一步梳理、优

化促进有组织规模化就业的扶持政策清单，明确对象、标准，

简化申办流程，全面落实企业吸纳就业社保补贴和一次性奖

励“直补快办”，加大职业培训补贴、职业介绍补贴、劳务经纪

人奖补扶持政策落实力度。同时，主动加强与乡村振兴部门

协调对接，积极扩大脱贫劳动力和监测帮扶对象有组织到省

外务工规模，调动多方力量，为集中外出务工人员提供保障服

务，有效降低劳动力出行成本。

同时，青海精准摸清农牧区劳动力就业需求，形成外出务

工清单，及时分类指导帮扶。动态跟进辖区重点企业用工需求

情况，分类收集普工、操作工、零工等适合农牧区劳动力就业的

岗位信息，动员组织农牧区劳动力到重点企业就业增收。积极

发挥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劳务经纪人等社会力量特点及

优势，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动态挖掘岗位资源，搭建形式多样、

精准匹配的供需对接平台，有效提升转移就业组织化程度。

陕西八大计划推进创业
到 2024 年底，力争返乡入乡创业

人数累计超过 20万人

本报记者 唐姝

随着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

略，传统养老行业加快转型升级，养老服务新

需求催生了“老人助浴师”“老人陪诊员”“健

康照护师”等新职业，也使得智能化养老日渐

成熟，养老设备更加先进。日前，记者走访发

现，养老服务行业正朝着专业化、精细化方向

发展，日趋多元的需求对养老行业从业者提

出了更高的能力要求。同时，养老新职业的

出现，让不少从业者有了更多就业选择。

年轻力量不断涌入

“小慧呀，家里水管修好了，我来跟你说

一声。”

“好嘞，徐奶奶，有什么事您随时找我。”

……

在北京东城区和平里社区养老服务驿

站，1992 年出生的尹宇慧有 500 多个爷爷奶

奶，其中不少老人 90 多岁了。这位性格直

爽、热情的山东威海姑娘既是老人们疼爱

的孙女，也是他们的生活管家。大到生病

陪诊、一日三餐，小到买纸尿裤、预约理发

……驿站的工作细而杂，尹宇慧的电话总

是响个不停，但她能记住每个老人的名字

和基本情况。

“他们曾经年轻过，但是我们没老过，所

以需要很强的共情心，有时候需要带入到老

人的视角，才能解决一些问题。”谈及 90 后

给“90 后”养老，尹宇慧也经历了迈过自己这

一关的历程。

最开始为独居老人进行日间照料时，尹

宇慧也在不断克服障碍：从忍着气味帮老人

清理排泄物、换洗衣物，到慢慢习惯、徒手操

作，“不戴口罩和手套是为了尊重他们，让他

们觉得自己没有被嫌弃”。

驿站里的 8 个照护专员，其中有 7 个都

是 养 老 相 关 专 业 毕 业 的 90 后 甚 至 00 后 。

1999 年出生的刘蕊从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

毕业后就来到驿站工作。

不同于在老家河北保定农村，刘蕊看到

了养老行业的未来前景、自己的成长与获得

感。虽然工作辛苦琐碎，但年长者的人生阅

历、传递的人生观对她而言是弥足珍贵的。

“一次照顾一位奶奶用餐，她突然问道，‘你

吃吗？你是不是还没吃呢？’”刘蕊鼻子突然

酸酸的，原来奶奶也在惦记着她呀。

“年轻人的朝气、活泼能够感染老人，和

年轻人在一起，心态也变得年轻了起来。”谈

及年轻人做养老的优势，尹宇慧想起自己照

料了两年的赵奶奶。奶奶喜爱美食，尹宇慧

就带她体验了很多人生第一次：第一顿比

萨、第一次自助餐、第一只龙虾……而在相

处的过程中，尹宇慧也弥补了曾缺失的长辈

的爱。“也说不清楚是谁离不开谁，奶奶现在

得了阿兹海默，我只希望她不要太快把我忘

掉。”尹宇慧的眼泪止不住流。

用工需求仍有缺口

T 字杖选择方法、拐杖的使用方法……

在“阿姨来了”家政公司的养老护理培训教

室，53 岁的河南人齐贵云认真记着笔记，通

过岗前培训后才能上岗。

90 后养老护理员培训师尹凯宇表示，在

整个家政行业中，养老护理员并不高薪，很

难吸引年轻人留在一线照护岗位，目前的主

力仍是 45 岁~55 岁的中年群体，一线人员的

需求有很大缺口。据人社发布的《健康照护

师就业景气现状分析报告》，一项针对 2020

年全国健康照护领域从业人员的调查显示，

46岁以上人员占比最高，为 53%。

在尹宇慧看来，养老服务行业的社会认

可度不高，导致不少年轻人一直在徘徊犹豫

的过程中。“如果你真的有兴趣，或者你已经

加入到这个行业，不妨在尝试多坚持，经过

时间的沉淀，你会发现真的能成为一个不一

样的自己。”

为了适应日益多元的养老新需求，尹凯

宇也在不断针对性地调整培训课程：“除了生

活照料、基础护理、常见病照料等必备技能，

还融入了日式介护的内容，提高一线人员对

养老服务的认知，能更好地去护理老年人。”

雷小精是北京慈爱嘉养老服务有限公

司一名养老护理员，已经获得高级养老护理

员资格认定。“养老行业越来越需要有技能、

有专业的人才，一定要不断学习才行。将来

都是智能化养老，不学习的话就真的跟不上

了。”最近，公司上新了更先进的助浴设备，

雷小精利用工作之余已经把机器“摸”透了，

她愿意做有准备的人，随时都能接单。

服务项目日益精细

“奶奶，给您测好血压了，我现在给您擦

脸。”近日，北京石景山区长护险试点护理服

务技能大赛现场，雷小精凭借过硬的专业技

能和细致的服务态度，夺得第一名。

“和以前相比，现在更偏重‘护理’，而且

服务项目划分地越来越细了。”今年 48 岁的

雷小精来自河南周口商水县，从业十余年的

她见证了养老护理服务种类从单一变得多

样化，专业化水准也越来越高。

以雷小精目前负责的长护险专项服务

为例，要为老人提供包括擦浴、鼻饲护理、预

防压疮指导、良肢位摆放、翻身训练、监测生

命体征等在内的服务达 32项。

这两年，助浴师新职业火热了起来，需求

越来越多，雷小精也加入其中，不仅让她多了

一份收入，也受到了更多认可。“给老人洗澡需

要掌握很多技巧，要监测生命体征，判断是否

适合洗澡，从哪开始洗、怎么清洗，都有讲究。”

雷小精能感受到，人们对养老服务的认

知也在改变：以前觉得养老就是“伺候”老

人，如今，自己的身份则从保姆、小时工转为

专业的养老护理人员。

有一次，雷小精为一名 80多岁的失能老

人上门助浴。起初奶奶很抗拒，雷小精就慢

慢鼓励她，轻轻为她擦洗、清理身体。虽然

奶奶不能言语，但是雷小精从她的眼神里看

到了笑意和感激。“那一刻，她被我温暖到

了，我也被她的目光温暖到了。”

与雷小精在同一家公司的养老管家高

莉也感受到了行业的变化。“专业的养老服

务不是简单地洗衣、做饭、打扫卫生，而是能

真正帮助到老人及其家庭。”高莉说。

本报讯（记者毛浓曦）日前，陕西省人社

厅、发改委、教育厅等 8 部门联合印发《陕西

省重点群体创业推进行动工作方案》，在全省

实施重点群体创业推进行动。方案聚焦农民

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优化创业环

境，提升创业能力，完善政策扶持和孵化服

务，最大限度释放创业动力，为实现高质量充

分就业提供有力支撑。

方案提出，到 2024 年底，力争实现每年

创业培训规模不少于 2.3万人次、返乡入乡创

业人数累计超过 20万人。

为此，陕西决定实施“创业环境优化”“创

业主体培育”“创业服务护航”“创业培训赋

能”“创业政策扶持”“金融产品助力”“创业载

体筑巢”“灵活就业支持”等 8大计划。

其中，“创业主体培育”计划提出，鼓励发

展夜经济、后备厢经济等特色经营。“创业政

策扶持”则推出一些新的政策：对一些特定人

员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正常运营 6
个月以上的，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对受疫情

影响较大的交通运输、餐饮、住宿、旅游等行

业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借款人因疫情影响

流动性遇到暂时困难的，可申请展期还款，期

限原则上不超过 1 年；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适

当放宽创业担保贷款借款人条件、提高贷款

额度上限，由此额外产生的贷款贴息由地方

自行承担；大力推广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

符合条件的创业个人和小微企业提供担保增

信，免收担保费，省财政给予 1%的保费补贴。

深耕行业近 20年，诠释工匠精神，马石光说——

要做美好生活的守护者

本报记者 甘皙

马石光 2014年 4月加入湖南长沙高桥圆

通，从一名基层员工开始，成长为一名优秀的

技术和管理人才。从事快递行业工作近 20
年，马石光派送的包裹超百万件。

这些年，马石光牢记“快递小哥是美好生

活的创造者、守护者”，团结带领团队成员、刻

苦钻研业务、尽心服务客户，不断创新技术和

管理，甘于奉献、乐于助人，得到了行业、客户

和公司的普遍认可，曾获“湖南省技术能手”

“湖南省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今年 4 月，

他又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走过的快递之路超 20 万公里，
相当于绕地球5圈

马 石 光 是 一 名 不 折 不 扣 的 快 递“ 老

兵”——这些年来，他累计派送包裹 100余万

件，走过的快递之路超 20万公里，相当于绕地

球5圈。“以前一辆两轮的电动车，要拖100多公

斤的包裹，遇上下雨路滑，摔跤受伤是常有的

事。”马石光撩起裤脚，膝盖上留着不少伤疤。

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马石光也越发体

会到加强自身修养对提升工作质量的重要

性。哪怕平时的工作任务再重，他总要挤出

时间给自己充电，报名参加各种培训课程，碰

到不懂的问题就虚心向其他同事请教，不放

过任何一个提升自己的机会。

多年的汗水浇灌出累累硕果。凭借扎实

的业务能力，马石光很快升任公司营运经

理。他任职高桥圆通的 8 年间，分公司业务

量翻了三番，实现了“零投诉”。他个人也收

获了一长串闪光的荣誉——湖南省邮政行业

职业技能大赛个人综合第一名；“湖南省技术

能手”；“湖南省五一劳动奖章”；他还是长沙

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认定发放的“人才绿

卡”的持有人……

2021 年，“马经理”又多了一个身份——

“马老师”。他被湖南现代物流学院聘请为企

业指导专家及技能大师，帮助该校学生解决

学习难点、传授贴近行业实际的知识。对学

校提出的物质报酬，马石光分文未取，而学生

送他的手工插花和书籍他却一直摆在案头，

分外珍视。

为小哥权益奔走，为高质量发展鼓与呼

“快递行业发展到底需要什么？”“从业者

真正的诉求是什么？”这些年的摸爬滚打让马

石光遍尝行业的辛酸，对于这些问题他更是

了然于胸。

事实上，这些年来马石光一直在用自己

的力量回报行业，为行业发展建言献策，为快

递小哥权益鼓与呼。

“希望有更多快递驿站和快递柜，让快递

小哥不要重复送件。”

“最怕客户投诉，搞不好五六天都白做了。”

……

2019 年 5 月，马石光向长沙市委领导讲

述了快递小哥们的酸甜苦辣。整整两张 A4
纸，马石光密密麻麻写满了肺腑之言，直陈行

业“痛点”，包括增加快递小哥意外保障、提升

派件效率等。

同 年 ，《长 沙 市 快 递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2019-2021 年）行动计划》《长沙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印发长沙市支持快递业发展十条

措施的通知》等政策正式出台。马石光欣慰

地看到，自己的不少建议正逐步成为现实，

“目前长沙的快递员都配置了工伤保险，大家

派件时也就多了一分底气。”

牢记党员身份，持续回馈社会

对于马石光而言，当选党的二十大代表

经历是一堂生动又深刻的党课。

提交申请材料、多轮严格考察、党代会选

举……参选过程中的“正式、正规、郑重”让他

更加清楚地感受到自己肩负的是一次神圣、庄

严的使命，也再次坚定了他从递交入党申请书

的那一刻起就确立起来的信念——“做党员，

不是来享福的，而是要吃苦的。要做更多对社

会有意义的事，体现党员的价值所在。”

这些年来，他一直在践行着自己入党时

的承诺，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公益活动，发挥党

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积极响应总部号

召，与电商平台合作助力乡村振兴，帮助销售

湘西猕猴桃、炎陵黄桃、石门蜜橘、江永香柚

等湖南特色农产品上万件；2020 年初，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最紧要的关头，他毫不

犹豫地冲上一线，为保障防疫和民生物资的

及时运送，住在网点将近 3个月，一个人干几

个人的活，每天从早上 7 点半一直连轴转到

晚上 11点……

在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后，来北京领完

奖的马石光马不停蹄地回到高桥继续工作，

“荣誉和光环从来不是奋斗的最终目的，怎么

让荣誉和光环为行业和小哥创造更大的价值，

这更重要。”马石光说，今后他会更加努力做好

工作，继续做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

建设者接受志愿服务
近日，中建五局山东公司邀请不同行业的 7支志愿者队

伍，在中信泰富330米超高层项目现场，为近百名建设者进行
了应急救援、健康义诊、爱心理发、心理咨询等丰富多样的志
愿服务。

图为蓝天救援队志愿者现场指导农民工掌握心肺复苏应
急救援技能。

本报记者 田国垒 本报通讯员 郭绪雷 摄

5月 26日，山东日照，在一家生产汽车零配件的工厂内，女性质检员正在测量产品，严
把质量关。

这家工厂生产的产品供应多个汽车生产厂商。多年来，该企业的产品精密的加工和
过硬的质量赢得了良好的行业口碑，受到市场青睐。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这些默默付
出的质检员。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她质检”严把质量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