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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基因代代传

累并快乐着

英烈事迹和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历
史记忆和宝贵精神财富，是激励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不懈奋斗的力量源泉。知所从
来，方明所往。新时代宣传工作提出了新
要求，宣教科科长韩秀萍总是在想还能为
英雄们做点什么？

为了把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烈
的故事讲好，韩秀萍带领“娘子军”们查阅
资料、请教专家、参观展馆、走访交流……
在此期间，她们从那段历史记忆中，感受
到了英雄的热血青春。

大家群策群力推出红色故事汇系列微
党课，整理编纂了《血染城防图——霍桂
花》《信仰的力量——晋夫》等红色故事，
结合党性教育，进军营、进学校、进企业、
进机关，开展党课下基层送教活动，深受
各界好评。

在红色宣讲的道路上，每一名同志都
是追光者，追寻的是英雄光芒，追寻的是
不变初心。芳华报国志，一岁一从容；凛
然精神在，青春别样红。正是这支“娘子
军”把服务群众放在心上，将红色宣传教
育扛在肩上，将红色基因的种子撒满并州
大地，才使这方热土焕发了新的光芒。

记者 郝晓炜 通讯员 贺旭锋
（图片由太原解放纪念馆提供）

王聪俐对三名大学生，最大的印象便
是乐观：在闲暇时，会带着她们走访大街
小巷，了解每一座井的情况，三个大学生
还把每种井都起了名字，“火锅底料”“毛
毛井”“动物之家”等等，把开心和快乐渗
透到了苦脏累的工作中。

爱美，是每个女性天生的“爱好”，大学
生女工也不例外，她们工作之余也喜欢逛
街、化妆。然而，由于工作的特殊性，也决
定了她们有着与其他女性的不同之处——
选衣服只选耐脏的、方便干活的、宽松的。

为了守护好“城市肠道”，不期而至的
意外，也常常给她们的爱美之心浇上凉
水。“80后”的魏丽霞，依旧记得自己第一
次参加防汛时的情形。那天正好参加弟
弟的婚礼，她精心打扮了一番，穿上心爱
的裙子，还特意买了一双小白鞋。每天看
天气预报的她，留意到当天并没有雨。但
夏天的雨，说来就来。吃完饭后，天气突
变，她一路小跑，从江南酒店跑到自己的
防汛片区——水西关街，投入到防汛工作
中。泥水里来来回回不知跑了多少回，小
白鞋最终变成了小黑鞋。

是职业，让她们成为了标准的“女汉
子”；对自己职业的坚守，让她们如玫瑰般
绽放。对未来，张扬、闫莹、魏丽霞三名大
学生依旧保持乐观：随着太原越来越重视
地下设施建设，相信未来等雨的时间会越
来越少，“也指不定人们就不再叫我们‘等
雨人’了！”。

在水道工这个男性都有些发怵的行
业，她们正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和韧劲，继
续书写着她们与“城市肠道”的不解情缘。

记者 任晓明 文/摄

烽火燎原的故事，她们讲给你听
——记太原解放纪念馆宣教科的女讲解员们

她们正值芳华，用最美青春默默守
护着革命英烈；她们看似柔弱，用双肩
担负起红色文化传播的重要使命……
太原解放纪念馆宣教科是一个由女同
志组成的科室，她们用瘦弱的肩膀，担
起红色宣传教育工作的重任。

初春清晨，地处东山的太原
解放纪念馆乍暖还寒，却挡不住
人们汲取红色力量的脚步。讲解
员徐晓英换好讲解服开启一天的
讲解工作。周而复始的工作，她
已坚持了 25年。

流淌在她血液里的这份执
着，源于父亲退休前的叮嘱：“爸
守护了一辈子烈士，你能讲一辈子
他们的故事吗？”“能，我一定能！”回
答有多利索，行动就有多坚决。徐
晓英的父亲徐顺祥也在这片土地
上坚守了一辈子。父女二人都是
为烈士服务，不同的是，父亲是英烈
守护员，女儿是英烈讲解员。

而今，在徐晓英这样的老同

志感召下，一批新生力量成为红
色基因的坚定传承者、红色文化
的模范传播者、红色风尚的有力
引领者。

近年来，宣教科先后多次圆
满完成国家领导人来馆调研和
省、市重要接待任务。累计接待
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
驻并部队官兵和大中专院校学生
45万余人次，举办纪念活动 3500
余场。

“讲好英烈故事，弘扬好英烈
精神，这是历史的重托，也是时代
的呼唤……”在一次次红色宣讲
中，经受一次次灵魂洗礼，她们用
实际行动书写着红色情怀。

虽说“90 后”距离那段
烽火岁月很遥远，身处和平
年代的李妍，却“零距离”爱
上了这份工作。李妍并不
孤单，播音主持专业的“90
后”张潇丹、张超、李君走上
了与她一样的职业道路。

“大学毕业后，我曾在
很多地方工作过，但并不开
心，直到成为一名英烈讲解
员，总有一种感动萦绕在心
间，现在想来应该就是信仰
吧！”李妍感慨地说。虽然
没有经历过硝烟弥漫，也不
曾体验过枪林弹雨，但是她
们都是被英雄主义灌溉长

大的孩子。
2021 年我省举办英烈

讲解员大赛，选手王瑞娜参
赛作品中的一句话“爷爷，
山河已无恙，我们接你回
家！”让李妍深感触动。正
是因为有无数先烈抛头颅、
洒热血，才有了我们今天的
幸福生活。也正是因为有
这样的触动，才激发起李妍
参赛的精神动力。这次大
赛中，李妍取得了全省英烈
讲解员大赛第一名的好成
绩。由她宣讲的红色故事
《血染的城防图》，在“今日
头条”播放 17万余次。

在泥泞中绽放光彩
——三名女大学生水道工的“倔强”与坚持

“我们从不做美甲，也不佩
戴首饰，甚至不买高跟鞋……”

“90后”女孩张扬，虽然劳累了
一天，满脸疲惫，但依旧快言快
语。全身包裹起来的她，仅露
出了脸，但眼神中透着坚毅。
她解释说，在阳光下待久了，容
易被灼伤。

水道三组承担着 100多条
街道上的 1 万多座下水井的
清掏任务。为确保排水设施
正常运转，水道三组每年春、
秋季都要对地下管道进行清
理疏通，每次要循环清掏两到
三遍。这些天太原的天气也
给女工们带来不少苦恼：太阳
地里汗直往出冒，可清掏阴凉
处的下水井时，衣服湿透的她
们，仿佛又坠入了冰窖。衣服
湿了干、干了湿，她们早已习

以为常。
时至今日，水道三组的女

工们依旧能记得张扬初涉这
个 职 业 ，掏 出 老 鼠 时 的 情
形。“扔掉叉子就跑，吓得魂
都没了。”水道三组副组长王
聪俐说。

在很多人眼里，掏下水道
是个苦力活，在女工们的眼
里，也是个技术活：老式的井
盖，重量超过 50公斤，打开时
要讲究方法技巧；很多井的深
度超过 2米，要把井底的淤泥
掏出来，没技术可真不行。

作为女性，她们也哭过鼻
子、抹过眼泪。但这份工作总
要有人做，职责所在，她们克服
重重困难，发挥着女性吃苦耐
劳的韧劲，认真细致地挖好每
座井，疏通每一米排水管网。

“80 后”的闫莹，依旧记
得接到录用电话的那一刻：
需要到基层一线去锻炼，你
愿意吗？“当然！”她的回答很
干脆。

这个工作异乎寻常的苦、
脏、累，还是超出了闫莹的想
象。因为除了清掏，她们要面
对另一项艰巨的任务——防
汛。大雨来临，别人都是往
家赶，她们却是往雨里冲，被
称为“回家路上的等雨人”。
出现积水，她们要打开下水
井，加快道路上积水的抽
排。面对去年最长的一场降
雨，闫莹从早上 5时，一直坚
持到夜间 8 时，三顿饭都是
在雨中吃的。她说，一般人
难以体会到泡在雨水中那彻

骨的寒冷……
闫莹最难以接受的，便

是一些人的不理解、不配
合。1 月 17 日，接到群众反
映，南海街与南海东街交叉
口，有污水井满溢。虽然天
气寒冷，但井里还是不停往
外冒脏水。

水道三组的女工们到达
现场时，发现一辆白色轿车压
着井盖。在打通车主的电话
后，女工们希望车主挪车。每
次打通电话，车主都口头答
应，但却迟迟不见人影。女工
们很是气恼：这里又没设停车
位，乱停车不说，还不配合工
作……无奈之下，七八个女工
合力抬起了汽车，将汽车平
移，挪出了作业空间。

期望社会认同

微笑着保持乐观

水道三组的女工收到节日礼物。

太原市政公共设施
建设管理中心第二道排
养护管理所水道三组，是
全国市政行业的明星班

组。2018 年，通过招考等程序，
水道三组分来了三个大学生。
妇女节当日，记者来到水道三
组，记录下她们的工作点滴和奋
斗故事。

跨越时空的交流

追寻英雄的光芒

太原解放纪念馆宣教科的女讲解员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