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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铁路局北京工电大修
段， 提起李素杰人们都知道

他是北京市劳动模范， 多次获得局先
进个人。 同事们并不知道， 在这众多
荣誉的背后， 李素杰家里还有一位智
残的女儿李子钰。 而同事们更不知道，
李素杰没有把女儿送到残疾人福利院，
没有请保姆， 而照顾他女儿的人竟是，
他的小姨子齐晓翠。 当李子钰还在齐
晓翠的姐姐齐中华的肚子里时， 齐晓
翠就照顾姐姐。 李子钰出生后， 并且
患上脑瘫之后， 齐晓翠不离不弃， 用
自己的真情， 照顾李子钰， 并且献出
了美丽的青春年华， 至今未出嫁。

女儿先天患脑瘫
四处求医仍无效

1992年， 李素杰与同事齐中华喜
结连理 。 1995年 ， 对于李素杰来说 ，
应该是双喜临门的一年。 4月22日， 他
的女儿呱呱坠地。 5月1日， 他到人民
大会堂接受了北京市劳动模范的奖章
和奖状。 拿着奖状， 戴着奖章的李素
杰， 望着襁褓里的女儿， 憧憬着美好
的未来， 也给他增加了工作的干劲。

由于大修工作的性质， 李素杰不
能经常回家， 照顾女儿的事情就全交
给了妻子。 而妻子产假结束上班之后，
照顾女儿的重担被妻子的四妹齐晓翠
接了过来。 那时， 齐晓翠18岁， 是风
华正茂， 亭亭玉立的漂亮姑娘。 齐晓
翠不仅照顾怀孕的姐姐， 而且照顾月

子里的姐姐。 有了齐晓翠帮助， 李素
杰能够安心工作了。

然而， 随着女儿一天天的长大，
女儿的有些症状让李素杰感到不安。 1
岁多的女儿还不会说话， 两岁多了还
没有认知能力。 经过医院检查， 结果
是女儿患上了脑瘫。 这一噩耗犹如五
雷轰顶， 让包括齐晓翠在内的全家人
惊呆了。 “一定要把女儿的病治好。”
全家人带着一丝希望， 走上了漫漫的
为女儿求医路。 每次几千元的检查费、
一次几百元的医疗费， 他们毫不犹豫，
“只要把女儿的病治好， 怎么样都行。”
有的医生看到他们的持之以恒地真诚：
“这是不治之症， 以后好好对待孩子就
可以了。”

这个病没有治好， 4年前， 女儿又
添了癫痫病。 还算庆幸的是， 女儿的
癫痫病很快治愈， 至今未发病。 这样
算下来， 李素杰为女儿看病已经花费
了近20万元。

小姨说， 孩子智力有残疾，
生活不能有缺陷

最初， 齐晓翠到姐姐家是为了照
顾怀孕的姐姐。 外甥女出生后， 齐晓
翠又喜欢上了这个外甥女， 帮助姐姐
照顾外甥女。 当得知外甥女患上脑瘫
后， 齐晓翠就更加疼爱外甥女了。 齐
中华说： “女儿和我妹妹比我们还亲。
我们在外面工作 ， 她们整天在一起 。
女儿的吃喝拉撒， 我妹妹全管了。” 记

者在李素杰家里看到， 李素杰的女儿
穿着一双手织的鞋。 齐中华说： “女
儿在家不爱穿鞋走路。 我妹妹特意手
织和缝制了一双棉鞋套在了女儿的脚
上。 她怕女儿光脚踩在地上着凉。 为
了锻炼女儿的行动表达能力， 我妹妹
只要有时间就面对女儿唠唠叨叨， 目
的是唤醒她的语言能力。”

在齐晓翠给外甥女喂面条的时候，
记者注意到， 外甥女手里拿着一条现
在时尚的手串， 正在把玩。 记者好奇
地问 ： “她爱玩手串 ？” 齐中华说 ：
“她爱玩手串， 已经玩了几个。 这个是
她爸爸把珠子打眼 ， 我妹妹给穿上
的。” 一次， 李素杰夫妇带着女儿去办
理残疾证。 工作人员看着眼前这个头
发梳的整整齐齐， 穿着衣服干干净净，
长的白白净净的孩子， 根本不相信这
是脑瘫的孩子。 这都是齐晓翠悉心照
料的结果。 齐晓翠对记者说： “孩子
的智力虽然有残疾， 但孩子的生活不
能有缺陷。”

面对谈婚论嫁，
小姨说， 我不放心孩子

24岁的姑娘在农村早已谈婚论嫁
了。 当齐晓翠24岁的时候， 李素杰夫
妇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他们带着内疚
和愧对的心情郑重地与齐晓翠进行谈
话： “晓翠， 感谢你对我们家庭的付
出。 你现在年龄也不小了， 也该出去
接触社会， 也该谈婚论嫁了。” 听了姐
姐、 姐夫的话， 齐晓翠的眼泪像断了
线的珠子掉了下来。 她毫不掩饰， 非

常动情， 并且斩钉截铁地对姐姐、 姐
夫说 ： “我走了之后 ， 孩子怎么办 ？
由谁照顾？ 我放心不下， 孩子智力虽
然有残疾 ， 但孩子的生活不能有缺
陷。” 此后， 也有不少好心人， 给齐晓
翠提亲， 也有齐晓翠相中的， 也有相
中齐晓翠的。 可是， 当谈到外甥女时
候都退缩了。 齐晓翠眼含热泪地对记
者说： “姐姐、 姐夫对我们很好。 姐
夫对我们家人都很好。 我们家人到北
京住在这里， 他热情接待。 我不忍心
姐姐、 姐夫生活陷入困境， 也舍不得
离开这个孩子。”

齐中华的母亲也曾经提出代替齐
晓翠照顾李素杰的女儿。 母亲照顾外
孙女， 当然齐晓翠也放心。 但是， 本
已成为现实的时候， 母亲突然患病了。
这个计划也搁浅了。 齐晓翠的三姐提
出与妹妹轮换照顾外甥女， 也没有成
行。 李素杰夫妇曾经把女儿送到一家
残疾人保健院。 当齐晓翠看到外甥女
没有被悉心照顾的时候 ， 她心碎了 。
只去了两天， 齐晓翠就不让外甥女去
了。 齐晓翠告诉记者： “我外甥女需
要一对一的照顾。 他们做不到。 我在
家里能做到。” 每到节假日时， 李素杰
夫妇都让妹妹回家看看， 让她在家多
休息几天。 可是， 齐晓翠每次都是第
二天就回来了。 她说： “把孩子交给
你们我不放心。”

记者看着齐晓翠给依偎在怀里的
外甥女轻轻地按摩， 像是母亲在做这
些事。 小姨她把自己的短暂的、 宝贵
的美好青春无怨无悔地献给了外甥女，
甚至把自己的一生献出。

■在妈妈肚子里时就得到小姨的照顾
■智残外甥女出生后， 小姨照顾外甥女18年
■多次有人给漂亮的小姨提亲， 她说： “我走后， 谁来照顾她。”
■李素杰的荣誉簿上80%功劳归女儿的小姨

为照顾智残外甥女
从18岁到36岁

她至今未嫁

北京市职工婚姻家庭建设协会提供线索

□本报首席记者 阎义文/摄

我们现在的夜班岗位包括便车巡
逻和自动提款机站岗， 一般是上一个
白班后， 上一个夜班。 便车巡逻的上
岗时间是晚上7点到凌晨4点， 自动提
款机的站岗时间是晚上7点到11点 。
刚开始黑白班连着上不太适应， 现在
慢慢适应了。

之前看到劳动者周末报道了保安

的夜班生活， 感觉特别振奋！ 特别开
心！

怎么说呢， 对于我们基层保安来
说 ， 每天认真站好岗是我们的职责 ，
很多时候是比较辛苦的， 尤其是夜班
岗。 我们的辛苦都是默默无闻， 不被
别人知道的， 可能社会上还有一些人
戴有色眼镜看我们。

报道出来后， 我们的辛苦开始被
外界和别人了解， 就感觉平时受多少
委屈和辛苦， 都是值得的了。 做保安
的自豪感也在心里慢慢升腾起来。

现在我做保安已经1年半了， 刚开
始一直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站岗执勤 ，
现在越来越喜欢保安这份职业了。

在大兴瀛海镇里有几个大的自动

取款机，晚上有时候会发生抢劫，自从
我们给自动取款机站岗后，抢劫率显著
降低。虽然晚上一站就是4个小时，有点
累，有点冷，但想到自己守护着一方人
的平安，心里满满的都是自豪。

虽然社会上有些人对保安有偏见，
但我相信， 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 会
慢慢改变这种偏见。

第二十三期： 话题
我们睡了 他们开始忙碌
———本报记者独家探访京城夜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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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夜幕降临时， 也许你已经躺在温暖
的床上进入了梦乡， 但是他们却依然在自
己的岗位上坚守着， 他们为夜归人送上一
份温暖， 为挽救生命做最后一份努力， 为
一方平安英勇奋战……

近日， 记者走访了我市夜班公交司机、
医生 、 保安等行业 ， 走到夜班职工身边 ，
让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故事。

夜伴车行
夜班司机：
用车轮丈量夜的长

23点10分， 喧嚣了一天的北京南站已
经沉寂了下来， 冷风 “嗖嗖” 的声音却愈
发响亮。 最后下班的几名公交司机匆匆离
开车队简陋的调度室后， 转眼间就卷缩在
寒风里了。 此时， 调度室里只剩下刚上班
的张淼和他的两位同事， 其中一位和张淼
一样， 是北京公交集团第二客运分公司第
九车队208路夜班车的公交司机， 而另外一
位则是夜班车调度员。

发车前， 张淼会在一旁安静地抽一根
烟，这是他多年来形成的一种习惯，也是他
和这个夜晚交流的一种方式。 今年34岁的
他， 从2011年成为208路夜班公交车司机以
来，每个月有21个夜晚是在车上度过的。

的姐徐捷正在招呼乘客。

戎威远保安正在交接岗位。

□本报记者 余翠平

我们的辛苦被人们理解了

话题回访人：
北京戎威远保安有限公司大兴运营中心瀛海镇派出所协警分队保安张棒棒

■编读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