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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服务到人
更服务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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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做 有人爱 有所期待
在五一节到来之际，姐妹花记者倾听劳动者谈“幸福”

□记者 徐灿灿

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也不会自动成真。
这几天，一个视频让记者印象深刻，它记录的是深夜 11 点 15 分到凌晨 5 点的城市生活：深夜 11 点

30 分，一群身着反光背心的市政人员在路旁工作；凌晨 12 点 30 分，下大雨，一位满脸疲惫的男子正准
备收工回家；凌晨1点，一烧烤店的店主还在忙碌；凌晨2点，开夜车的滴滴司机接了一波新客人；凌晨4
点30分，环卫工人开始一天新的劳作⋯⋯深夜的城市，仍有许多人在努力奋斗着。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未来越是美好，越需要我们付出艰辛努力。在五一劳动节到来之际，姐妹花记
者采访了数位基层劳动者，倾听他们对“幸福”的定义，感悟他们的奋斗故事。

方政（综合行政执法局机

动中队排堵保畅区队长）

近日，一支身着统一制式服装，
干练利落的行政执法队伍出现在了
高镇商业区，对餐饮业排污情况进行
全面排查摸底，确定重点整治对象。
一名佩戴黑框眼镜的队员正耐心细
致的向餐饮店主详细解释该怎么整
改污水排放设施，并向店主出具了整
改通知书。

这位队员，就是方政。
2015 年 9 月，方政参加了公务员

考试，进入了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直属
大队六中队，负责排堵保畅、维持停
车秩序等工作。

见到方政的时候，是本月23日的
上午10点，他刚从划泊车位的现场回
局里。他的办公桌整洁有序，正中间
贴着值班表，正对电脑的 A4 纸上写
了些文字，是他待办的事项。电脑桌
旁，摆着一盆仙人球盆栽。

“没时间养花，仙人球好养活。

一直都在忙，清理非法小广告、维护
重大展会的交通秩序、整治餐饮油烟
污水排放、排堵保畅、配合拆违工作、
慢行系统专项整治、处理案件等等，
一天下来少有空闲的时间。”方政笑
着解释。坐下还没一会，他就接到了
同事的电话，要为维护停车秩序做一
些准备。

作为城市“管家”中的一员，方政
的工作有时候并不能够得到一些百
姓的理解。方政讲起了他在整治非
法小广告时的一段经历。有一位商
家贴了一块非法小广告，方政上门去
劝导店主自行清理，但店主拒不配
合，反而暴力相向。而作为执法人员
的方政，只能闪躲，然后报警处理。
那时的他心里很委屈，甚至彷徨过。

“后来想着我们的工作是涉及到
百姓利益的民生工程，不仅能改善市
容市貌，还能促进经济发展，就慢慢

调整过来了。”方政说。听上去轻描
淡写的几句话，却不知承载了多少的
酸甜苦辣，心里的委屈不能告诉家
人，他只能用水滴石穿的执着，一次
又一次做工作。

在方政眼中，幸福，是在工作时
百姓对他的理解和赞许，是他的辛苦
付出得到肯定，是这座城市正变得更
加美好！华溪的水质好转，城区“牛
皮癣”的销声匿迹，南站的违停现象
消失百姓出行顺畅，百姓规范停车意
识的提高，城市环境的干净清爽。他
的努力奋斗，也让他获得了“永康市
最美城市工作者”“市综合执法局先
进个人”“市综合执法局创卫先进个
人”的荣誉。

“荣誉对我而言是欣慰、是自豪，
但更多的是责任。我很幸福，我会一
直奋斗下去。”方政说。

俞成虎（方岩镇仙岩村党

支部书记）

“村里的‘半月谈’已经播了二十
多期了，村民们是忠实的听众，反响
很好。最近我又有了一些新思路，现
在还在整理，到时候把思路变成出
路。”24日，一见到方岩镇仙岩村党支
部书记俞成虎，他就迫不及待的与记
者分享喜悦，黝黑的脸上笑出了花。

俞成虎很会“搞事情”，“半月谈”
是他“搞”出来的事情之一。

方岩镇仙岩村所辖的几个自然
村分散各处，隔着山头召集村里的干
部、党员集中开会，或者向村民传达
村情村务，都十分不便。村里留守的
村民大部分是老年人，手机电话、微
信群聊等科技手段也不会用，村干部
要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一户一户走
下来，有时光路程就得大半天，效率
很低。俞成虎想到村民们都习惯听
的广播，而且山村环境安静，广播传

声效果好。于是，就开启了“半月谈”
栏目，自己收集整理内容，通过广播
向村民传达讲解上级政策，通知村庄
事务。

“那时候就想通过平台进一步的
推动乡村工作，建设旅游乡村，然后带
动村民们提高收入。”俞成虎说，没有
等出来的辉煌，只有创造出来的精
彩。他巧借地势，“搞”出了一个“绿
色”喷泉。这个喷泉有一个特殊之处，
它不用水泵抽水，完全靠自流水完成
循环，因此不用费一度电。打造街角
小品的目的是向自然生态文化休闲旅
游为特色的宜居型乡村靠拢，为此他
和搭档——村委会主任俞福田每天都
在奋斗。农户改厕、污水管网改造、垃
圾站建设、农田基本建设、环村道路工
程、路灯亮化工程、健身器材安装工程
等建设现场都能看见他们的身影。

俞成虎认为幸福就是为村集体
或村民做一番事业，让全体村民都过
上好日子。“上次讲的文化长廊、文化
墙、观光亭、古树城门、护栏、喷泉、观
光游步道等基础设施，现在已经全部
建设好了。”他掏出手机，一张一张的
向记者展示。集体经济几乎为零的
仙岩村，正在一步一步的发生变化。

基层干部是领头雁。会“搞事
情”的俞成虎刚结束在浙江大学—
2019 年永康市乡村振兴“领头雁”培
训班的学习，通过现场观摩交流，他
感触很深，收获很多，也更坚定了奋
斗的决心。

“繁华朵朵水库边，百般红紫竞
争艳。山青水秀风景好，观花赏景上
仙岩。我一直走在幸福的路上。”俞
成虎说。

幸福,是在工作时百姓对他的

理解和赞许，是这座城市正变得更

加美好。

幸福,就是让全体村民都过上

好日子。

“米线哥，老规矩 5 份打包，现在
可以做么？”“米线哥，多日不见甚是
想念，你是不是伙食太好长胖了。”

“米线哥，我是米粉，上回发福利我没
在，这几天有没有新的福利？”⋯⋯人
们口中的米线哥，叫做姚登先，在他
创建的微信群里，顾客们正踊跃留
言，不一会群聊的消息条数就成了
99+。

“在永康呆了 19 年了，我终于找
到自己的定位和目标，这些顾客陪伴
了我近 2 年的时间，我很珍惜。”25
日，姚登先笑眯眯地坐在店内的吧台
旁，手指在手机屏幕上划着，认真的
向顾客回复消息，并用方言安排后厨
工作。趁着中午前的闲暇时光，他向
记者分享了他的奋斗史。

“年轻人要怀揣梦想，并通过不
懈努力，让梦想成为现实。”这是姚登
先很喜欢的一句话，所以 2000 年，他

踏上了永康的土地。由于没有高学
历，没有经济基础，初入社会的他，进
了古山镇的一家生产玻璃杯的企业
上班，当时的月薪在 1000 元左右。
其实 1000 元对当时的姚登先来说蛮
不错的，可他不甘心。2002 年，姚登
先认为理发店的前景很好，就辞去工
作，跑到了一家理发店当学徒学手
艺，当学徒的第一个月，老板给他开
的工资仅有 100 元，后来才慢慢涨至
500 元。学了手艺后的姚登先，用积
蓄开了一家理发店，自己当老板。

追梦的道路是坎坷的，当了老板
的姚登先，早上 7 点就要起来做准备
工作，晚上 10 点才关门，有客人烫染
的时候就更晚了。虽然有一定的顾
客群体，但除去房租水电，利润不是
很高，到 2009 年，姚登先转行了，第
一次创业结束。

自此之后，姚登先先后从事了餐

厅服务员、业务员、保险经理、KTV工
程部维修师、传媒公司摄影师等工
作，可是都感觉不适合自己。直到
2018年，他开始摆摊卖米线。

“我比其他人有优势的地方，在
于我会聚流量。”姚登先举了举手机，
微信群里的人们聊得正欢。一开始，
他就用“免费吃米线”“一元吃米线”

“加群送荷包蛋”等福利，吸引了大量
的顾客入群，并经常在群中询问顾客
对食材的意见或建议，创新改良食
材。2018 年底，姚登先租了一间店
面，再次当了老板。

“你多学一样本事，就少说一句
求人的话，我之前的工作经历让我获
益良多。”姚登先的脸上始终挂着笑
容，“其实我已经很幸福了，通过多年
的奋斗，我已经找到自己的定位，今
后继续充实工作，创新改良出美味的
食材，让顾客能对我‘一往情深’。”

姚登先（餐饮店店主）

幸福,就是找到自己的正确定

位，让顾客对我“一往情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