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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上了“水枪”才知道它有多重

2009年12月，刚满18岁的宜刚刚从陕西省延安市子长县

入伍。入伍前，他只知道自己加入的是武警部队。直到来到

河北石家庄集训时，他才知道，自己将成为一名消防战士。

“当时感觉挺意外的。因为我从小的梦想是当一名能够

冲锋陷阵、端着枪上战场的战士，没想到却端上了‘水枪’。”一

个月的集训结束后，他被分配到了承德消防支队环城东路中

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感到手中这支水枪的分

量——它与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息息相关。”

刚入伍时，宜刚刚的体质较差，爬大绳，负重三公里、五公

里等消防技能练起来相当吃力。但是，他没有气馁，而是自己

加码刻苦锻炼。很快，他的各项技能都达到了标准。一年后，

他被提升为班长，随后又被调到避暑山庄消防中队。

“对避暑山庄里的一草一木，我可能比很多承德人还熟

悉。”宜刚刚在避暑山庄中队一干就是八年。“避暑山庄皇家园

林是世界文化遗产，我们中队每个消防战士都知道自己肩上

的担子有多重。每到防火季节，特别是春节期间，我们都是24

小时不间断地巡逻。”

因为工作的特殊性，宜刚刚从2009年底离开家后，就没有

在家过过一次春节。“我们每年有30天的探亲假，但是春节必

须全员在岗，直到（正月）初七才能轮休。我是班长，所以开始

轮休也都是让班里的新战士、刚结婚的战士们回去。十年里，

我只有一次是（正月）初七回家的。”

主城区禁炮，火警可能会少一些

十年间，宜刚刚参与救援的大大小小的火灾有几百起，先

后荣立二等功一次和三等功两次。

2014年，宜刚刚在全省比赛中获得“负重十楼”项目第一

名，并在这一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016年，他获得全

省“400米疏散物资”项目第一名和综合技能第二名。2017年，

他被调到上板城消防中队。2018年年底，他当选河北省“十大

最美消防救援卫士”。今年 1 月初，他又被调到支队特勤中

队。

“我们退出武警序列后，现在直属于国家应急管理部，以

后不仅仅是救火了，救援的范围更大，需要学习的救援技能也

越来越多。”宜刚刚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高。

“每年春节，几乎从‘三十儿’中午左右我们就开始接警

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一年几乎是从上午十一点半开始接

警，一直到第二天早晨八点左右，我参加救援了24起火灾，主

要都是因为燃放烟花爆竹引起的。”宜刚刚说，“今年春节，承

德主城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我觉得火警应该能少许多。”

新年夜里的“守夜人”

2018年国庆节期间，宜刚刚和妻子喜结连理。这个春节，

妻子一个人回滦平老家过年。出发前，妻子跟他通过微信视

频简单地聊了几句家常。看着视频里的妻子，宜刚刚的脸上

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宜刚刚说，以前回陕西老家，坐火车不是很方便。“现在交

通便利多了，高铁直接通到我们县城了。今年我准备正月十

五带妻子回老家，然后带她到延安看看宝塔山……”

2月4日20时，宜刚刚等人的巡逻车驶入茫茫夜色，远处

是万家灯火……

2月5日凌晨，记者通过微信从宜刚刚处获悉，他所在辖

区未发生一起火灾，这个春节也是他第一个没有出警的春

节。记者还看到他在朋友圈里发的一张图片，上面写着“守夜

人”。

是啊，“宜刚刚们”何尝不是我们的守夜人？

大学毕业进京，做起服装生意

丁点如是安徽合肥人，大学毕业后，2006年和父母、弟弟

一起到北京闯荡。

那时，丁点如有不少亲戚在北京大红门、动物园一带做

服装批发生意，家家殷实富裕。全家人揣着6.8万元的全部

积蓄，憧憬着在北京干一番事业。

但现实总是残酷的，因为没有经验，生意刚起步，丁点如

就栽了个大跟头。“进货被骗，说好可以调换，结果找不到人

了。加上我们也不会选货，购进的服装太小众，门市开张整

整一个月都没有生意。”丁点如说，不到7万元的积蓄，扣除3

万多元租金，又赔了2万多元货款，一家老小在北京连吃饭都

成了问题。

“弟弟干脆改行去卖水果，我也有点儿动摇。”丁点如说，

为了生计，他不得不把10平方米的门市腾出一半对外出租。

幸运的是，丁点如遇到了贵人“黄姨”。做外贸生意的黄

姨主动租下他半个铺面，把洋气个性的棉麻针织服装放在他

店里销售，并且许诺他可以先卖货后结账。结果没出一个

月，他的小店就扭亏为盈。

原本计划“打道回府”的丁点如重燃信心，决定留在北京

继续打拼。

从“赔个底儿掉”到“开了三家门店”

经历过赔钱不开张的困窘，也经历过同行找碴儿打架的

辛酸，丁点如慢慢蜕变、成长，终于在北京大红门站稳了脚。

丁点如苦心钻研服装经营之道，为了摸准每年的流行趋

势，他辗转广州、杭州等各大服装批发市场，为自己的小店

“定位”。他选择了民族风、波西米亚风等时尚元素，生意越

做越红火。在掌握流行元素的同时，他严把质量关，回头客

也越来越多。

“那时候，北京有很多‘二批’，所以我每天的出货量很

大，一天卖个上千件不是难事。”丁点如说。

2009年，丁点如的事业达到顶峰，他同时经营三家门店，

并和同做服装生意的妻子喜结良缘。到了2011年，丁点如拿

出全部积蓄80万元买下自己租的第一间门市，他觉得自己在

北京“有根”了。

后来由于压力太大，丁点如索性关了两家店，没想到生

意反而越来越好，他和家人也过了几年舒心日子。但这两

年，丁点如对未来有了些许担忧和迷茫。

转战沧州开启事业新征程

“那个时候，我也是做好了两手准备。北京和沧州，两边

都看看。”丁点如说，随着越来越多的北京服装商户转战沧

州，他和家人也于2016年8月到沧州明珠商贸城考察市场。

丁点如说，当地不仅在租金、服务费用上提供优惠减免，

还为客商提供免费班车、免费大巴车、免运费等便利。更贴

心的是，沧州东塑集团领导在衣、食、住、行等方面也为北京

商户提供了很大的支持。

在各项好政策的照顾下，丁点如不仅以成本价买了一套

70多平方米的公寓，大女儿也顺利在沧州入学就读。2018年

年初，丁点如彻底结束了自己在北京的生意，将重心全部转

移到沧州，并把全家人都接到沧州居住。

如今，丁点如在沧州明珠商贸城已经开了两家服装店，

收入跟在北京时基本持平，不仅从前的客户没受什么影响，

在沧州还有了新的客户群。

“春节期间，集团董事长亲自上门慰问，还为我们这些留

在沧州过年的商户准备了年货，我心里真的特别感动。”丁点

如说，在沧州，他找到了“家”的感觉。他相信，在2019年，他

的小日子会更加红火。

无人航拍机记录团圆影像

2月6日，农历大年初二，曲阳县齐

村乡店上村下起了零星小雪。李国旗老

两口早早地换好了新衣服，“我们家新添

了两个男孩，就等着他们来了。”李国旗

的妻子说。

正说着，两位女士分别抱着一个孩

子走进了院子。这两位女士分别是李国

旗的孙女和外孙女，她们怀里的孩子正

是李国旗的曾孙辈儿。“如今我们也是四

世同堂了。”李国旗笑着说。

“准备拍全家福吧！”李国旗的大女

婿刘向阳一声令下，几个年轻人拿出早

已准备好的小猪佩奇玩偶，“希望来年一

切佩（配）奇（齐）！”两位年轻的妈妈拿出

年前就备好的新年服装，“这是为拍全家

福特意给两个孩子买的。”李国旗的大女

儿脸上洋溢着幸福。

就在大家忙碌准备时，刘向阳来到

院中，支起三脚架，架上相机，随后打开

借来的无人航拍机进行调试。

“我们家庭成员越来越多。为了全

家福能拍出点新意和良好的效果，我年

前特意借来了无人航拍机。”刘向阳说，

“希望科技进步，温暖持续。”

摆好了家庭成员位置，调试好相机

和航拍机，随着“咔嚓”一声，李国旗一家

22口人的全家福在那一刻定格。

日子像全家福一样更加精彩

李国旗一家过年拍全家福已坚持

25年了，第一张全家福拍摄于1994年。

记者看到，第一张全家福是黑白照，

用的相机是 120 胶卷。照片中，李国旗

夫妻笑得很甜，全家12口人站在三间旧

房子前，可以看出那时家庭条件还不太

好。据刘向阳回忆，当时他是骑着一辆

二八自行车，驮着妻子和两个孩子，用了

六个小时才回到家。

十年以后，李国旗一家的全家福变

成了彩色照片，他们家的日子也过得红

红火火。而且随着他的孙辈儿陆续降

生，他们的家庭成了16口之家。“记得那

会儿我已经开始骑摩托车了，柏油马路

也修到了乡里，回家的路变得越来越

近。”刘向阳说。

生活在变，团圆已成了习惯

2005年，又到了每年拍摄全家福的

日子。此时，刘向阳的设备已换成了数

码相机。

李国旗的孙辈儿已渐渐长大。刘向

阳的二女儿考上了研究生，他内弟的女

儿师范毕业后成为一位人民教师，还有

几个孩子也陆续参加了研究生招录……

刘向阳对孩子们的“成就”如数家珍，“我

们从农村走出来，深知知识的重要。因

此，多读书成了我们四个小家庭共同的

目标。”

2014年，李国旗家翻盖了新房。房

子中间带走廊，两侧房间空调、暖气齐

全，就连厕所都“搬进”室内，还安装了冲

水马桶。用刘向阳的话形容，“就像是一

个现代化的宾馆”。

2018 年，李国旗的曾孙辈儿出生

了，是两个男孩。这个家由此成了有着

22口人的大家庭，但从未改变每年坚持

的团圆。刘向阳说，因为他大年初一值

班，大家商议后将今年的团圆日子推到

了大年初二。

“从 1994 年开始拍摄第一张全家

福，一直拍到 2019 年，25 年的影像记录

了我们全家的生活变迁。从那些抹不去

的艰难岁月，体味着时代的变化，到感受

着今天的幸福生活，拍摄全家福是作为

摄影人的我对家庭主题的探索。因为家

庭是社会的细胞，我们家的变迁，也体现

着伟大祖国不断地走向繁荣富强。”刘向

阳说。

每一张全家福都讲述了一个幸福的故事，每一道佳肴都是舌尖上最温暖的味道……这个春节你是怎样过的，有什么不一样的

经历？本报今日推出“我的春节故事”系列报道，请跟随我们的记者，看他们在春节期间，用文字、照片、视频等定格的一个个温馨
瞬间，听他们讲述一个个与众不同的春节故事。

现场：福利院传出欢笑声

大年初一这天，在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

孤残护理中心，孩子们和老人们都早早地起

床了，互相拜年。

这天，男孩儿们穿的是崭新的黑色羽绒

服，酷酷的；女孩儿们穿的是崭新的橙色羽绒

服，明艳活泼。拜了年，吃完早饭，孩子们欢

天喜地地聚到活动室，长条桌上阿姨们早已

摆好了瓜子、花生、水果和糖。

过年真好，有的吃，有的玩，还有压岁

钱。最高兴的当然是孩子们，几个小姑娘围

着杨素芬阿姨，让阿姨给涂口红，说是一会儿

要表演唱歌呢……

“这些孩子自小在福利院长大，记忆里没

爸爸妈妈，福利院就是他们的家，他们就当阿

姨和工作人员是家人啊。”看着孩子们开心的

样子，一位工作人员说。

“哥哥，给你一块儿糖！牛奶的！”女孩儿

圆圆剥开一块儿糖，亲热地递给身边的一个

小男孩……

午饭时间到了，大年初一的午饭荤素搭

配，很对小朋友们胃口。主食是米饭和馒头，

菜品是黄瓜虾仁儿、软炸鸡柳和炖鸡腿儿。

孩子们吃饭的空儿，记者走进他们的寝

室。在这里，只见一张张小床被阿姨们收拾

得干净整齐，粉粉的被子、床单，床头还都摆

上了粉色的毛绒玩具小猪佩奇——穿着喜庆

的红裙子，还抱个娃……

特写：坐着轮椅的小画家

玩儿了，吃了，拿了红包了，过年可真开

心啊！男孩儿岛岛、女孩儿云云跑到了坐着

轮椅的大哥哥赵春国身边，说：“咱们去画画

吧。”

说起赵春国，在福利院可是大名鼎鼎，13

岁的他是个硕果累累的小画家呢。

跟着孩子们来到书画活动室，一屋子的

书画作品让人眼前一亮，目不暇接。画作大

部分是山水画，书法以颜体书写的诗词居

多。30多幅书画作品，作者都是“春国”。

“这都是你的作品吗，春国？”

“是的。有的是我构思着画的，有的是我

临摹的。我画画，是郭老师教的。”赵春国高

兴地说，略带羞涩。

“溪上遥闻精舍钟，泊舟微径度深松。青

山霁后云犹在，画出东南四五峰。”一幅郎士

元的诗《柏林寺南望》书法作品运笔稳健雄

厚、端庄刚劲。

再看画作，有《春雨潇潇夜读书图》《李杜

诗意》《黄山叠翠》等。细看《春雨潇潇夜读书

图》，有远山，有松树，有帆船，有林下茅屋，还

有一位读书郎，着色和谐，构图精良。

尤其是小春国构思创作的山水画《幸福

跨太行》《赵州桥河畔梨花香》，更是让人惊

叹。

“《幸福跨太行》是郭老师指导我画的，表

现了太行山、高铁、西电东输，还有粮田和树

木。画树木，要先画树干，再点树叶……”小

春国讲起了自己画里的意境和小心思。

“这些画体现了美丽河北的主题，也体现

了孩子们对家乡的热爱。”石家庄市社会福利

院儿童福利院主任徐瑞红说，小春国说的郭

老师名叫郭礼珉，是一位热心的志愿者，已义

务教孩子们画画六年了。很多孩子都跟郭老

师学到了本领，有了书画特长和爱好。其中，

赵春国是学得最踏实、成绩最突出的。

在书画活动室的西北侧，摆着孩子们的

获奖证书和奖牌。小春国创作的国画《牧童

和牛》获得中国青少年“米芾杯”书画赛一等

奖，而且他的多幅作品还参加了2018年中俄

书画交流展并获奖。

因为患有先天性的成骨不全，小春国行

动不便，不能到外面的学校念书。但坐在轮

椅上的他，凭着刻苦与用心，用一杆画笔把自

己的人生和世界变得丰盈充实。而且，除了

书画创作，小春国还有泥塑的好手艺。目前，

已有爱心人士多次提出收藏或拍卖小春国的

书画作品。

“梦在前方，路在脚下。自胜者强，自强

者胜。”小春国拿着最近的书法习作说，郭老

师和阿姨们一直鼓励他自强不息，他现在有

时间就练习书画，将来要开一家自己的工作

室，画很多画，办画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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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4日，农历大年三十。

19时50分，夜色已浓。春

晚盛宴即将拉开大幕，家家户

户的团圆宴早已开席，觥筹交

错，空气中洋溢着欢声笑语和

浓浓的年味儿。

此时，位于承德市高庙的

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院内，特

勤中队的 24 名消防员整装待

发。

身高一米八、挺拔瘦削的

宜刚刚换上消防服后显得有

些“臃肿”，他和四名队友坐上

消防巡逻车，他们的任务是到

承 德 市 鹿 栅 子 沟 的 制 高 点

——避暑山庄的碧峰门附近

定点执勤。

这是 28 岁的宜刚刚在承

德过的第十个春节。

“看，这家好像有一架小飞机！”保定市曲阳县齐村乡店上村一名八九岁的男孩

向村里一处人家跑去，只见小飞机盘旋在这户人家院子上空，闪烁着红色和绿色的

光，发出“嗡嗡嗡”的声响。

“这是飞机吗？”男孩悄悄地问拿着遥控器的男子。

“这是航拍机，用来照相的。”答话的男子正是曲阳县农民摄影家刘向阳，他正

趁着春节全家团圆为岳父李国旗一家拍下2019年的全家福。拍全家福的习惯自

1994年至今坚持了25年，拍摄设备从传统胶卷相机到数码相机，再到如今的无人航

拍机。

“谢谢阿姨！”“谢谢妈妈！”“谢谢院长妈妈！”……

2月5日，农历大年初一，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院长焦磊与工作人员一道，正给孩子们发

压岁钱。孩子们高兴地道谢，在喜庆、温馨的气氛中，点燃了自己新的一年乃至人生的梦想。

2018年对于37岁的丁点如来说，发生了许多改变，也收

获了不少圆满。在这一年，他结束了打拼12年的北京服装

生意，在沧州明珠商贸城开了自己的门店；在这一年，他的女

儿在沧州上了小学，他也购置了自己的房子，全家人在沧州

过了第一个春节。“沧州就是我的第二故乡。”丁点如的话语，

说出了许多来沧州的北京商户的心声。

全副武装的宜刚刚全副武装的宜刚刚。。

为了拍摄全家福为了拍摄全家福，，家人特意给两个新生儿购置了新衣服家人特意给两个新生儿购置了新衣服。。

丁点如一家在沧州过大年丁点如一家在沧州过大年。。
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院长焦磊带着工作人员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院长焦磊带着工作人员

给孩子们发压岁钱给孩子们发压岁钱。。

小春国在作画小春国在作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