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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79岁
职业：国企员工、驾驶员、退伍老兵
感言：人生是一首歌，有高低音，要勇往直前。

人物：李文海名

片

1971参加工作年份

N海都记者 柳小玲

“一年有 300多天都在路
上，运粮食、运煤炭，确保生产
生活秩序。”回忆起上世纪70年
代的工作经历，李文海感叹道。

现年 79 岁的李文海，是
一名退伍老兵，1971年复员转
业至福建省汽车一团（后改名
为泉州市汽车运输总公司），
从春夏到秋冬，无论节假日还
是平常，泉州南校场、永春天
湖山煤矿、法石味精厂到安海
车站（原泉安公司）……一辆
解放牌货车，承载着他的大半
人生。

上世纪 70年代的泉州旧
车站位于指挥巷南校场，作为
一名货运驾驶员的李文海，每
天凌晨五点半从招待所起床，
开车到汽车站货运调度室报

到，领取调度单，等待分派任
务，有时候是到漳州长泰县运
粮回泉州，有时候是去永春天
湖山运煤到东岳山的泉州电
厂。而不管是运粮还是运煤，
都得当天来回，凌晨五点到傍
晚六七点，早出晚归、披星戴
月。“一天下来工作十几个小
时都是常态。”李文海表示，车
子需要保证完成任务，不然物
资调度周转来不及，有时候会
影响到工厂的正常生产秩序。

“每个货车驾驶员都是修
理工。”李文海笑着说道，他最
自豪的莫过于作为一名“高级
技工”，面对断半轴或钢板、开
锅等常见故障，都能靠自己动
手解决问题。灰头土脸、满身
油污，是家常便饭。货车驾驶
员常年奔波，身心疲惫，没有节
假日、工作日之分，多不能陪伴

在家人身边，随时需要出车，一
个月公休 4天，完成要求的周
转量才能休息，遇到有紧急任
务，如泉州电厂缺煤，就得两
班倒，保证最基本的电力供
应。坐进驾驶室里尝尽苦头，
路途多远都只有他一个人。
当时的解放牌货车，没有空
调、没有电风扇，夏天一身臭
汗，冬天人要挨冻，下雨天更
是得小心谨慎。错过饭点是
常事，长年的饮食不规律导致
李文海落下了胃病。

李文海走过最惊险的路，
莫过于前往永春天湖山煤矿的
山路，当时都是土路，又是单行
道或者双车道，只有六七米宽，
坡度陡、弯道急，稍有不慎就会
有事故发生，货车常会侧翻在
山沟里。“这时候前后车队的驾
驶员都会赶紧下车帮忙，大家

团结一致，互相协助。”说起以
前车队工友彼此的良好氛围，
李文海常常怀念。

多年的辛勤工作，他先后
被泉州市汽车运输总公司评
为优秀共产党员、先进生产
（工作）者、文明职工等。

以前泉州道路多是单行
道和土路，去晋江、安溪、南
安、厦门要走旧顺济桥；到惠
安、福州、莆田多要走洛阳桥，
再加上路线固定，给人们的交
通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如今泉州交通路网发生了巨
大变化。”李文海深刻感慨道，
泉州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的日新月异，他是亲历者，也
是见证者，感受到的是泉州交
通全方位的巨变，这巨变带来
的是人民群众幸福指数的不
断攀升。

手握方向盘
见证泉州交通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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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75岁
职业：收发员、社区干部
感言：只要还能干得动，就一直做下去。

人物：杨彬彬名

片

1970参加工作年份
N海都记者 柳小玲 文/图

“你们一个个慢慢来，不
着急……”临近中午就餐时
间，在泉州古城新桥社区“万
龙慈善食堂”，厝边头尾的老
人们提着饭盒前来打饭，75
岁的杨彬彬一边提醒大家排
好队，一边给他们打卡。

杨彬彬至今已从事社区
工作48年，是原鲤城临江街道
临溪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居委
会主任，现任新桥社区计生协
会专职副会长。过去数十年
里，她用心灵调解纠纷，用智
慧和胆识为社区增加收入。

1970 年，杨彬彬的第一
份工作，是在晋江西滨军垦
农场当收发员，负责信件收
发和报纸分发。1976 年，杨
彬彬回到新桥社区，一边照
顾小孩，一边从事社区工作。

初次接触社区工作，杨
彬彬发现并没有想象中的简
单，尤其是邻里纠纷频发。
每当群众有矛盾发生，杨彬
彬总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耐心倾听双方诉求。

邻里纠纷最为常见，两家
因院墙界限问题争执不下，几
乎到了动手的地步。杨彬彬
到场后，组织双方进行面对面
沟通，并亲自丈量土地，提出

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
案。另一类常见纠纷便是婆
媳关系。“我们常常要追到她
们‘儿媳妇’的娘家里做工作，
这个和事佬并没有那么容易
当……”杨彬彬调侃。

在劝和过程中，她经常
无辜挨骂，通常都把委屈先
忍下，继续苦口婆心劝说，直
到群众理解。好在，回到家
中老伴常常能听她诉说排
解。在她看来，调解纠纷，不
仅是解决表面上的冲突，更
是治愈人心、促进社区和谐
的关键，是必须解决的事。

作为社区的领头羊，在
做群众工作的同时，杨彬彬
也深知，要真正提升居民生
活质量，必须增加社区的经
济收入。

1987 年，杨彬彬来到临
溪居委会当主任，当时辖区
财政仅有 30多元，连欢送老
主任离任的礼品都买不起。
她带领居委会大胆采用向银
行贷款、向建筑队赊欠等办
法，盖起工业厂房，招商引
资，兴办街道企业。经过数
年的艰苦奋斗，临溪的经济
迅速发展，所属企业 1996年
税收入库260万元，1997年税
收入库300万元，财政收入由
1987 年 的 30 多 元 发 展 到

1997年的 27万元。1996年，
杨彬彬因此被评选为“福建
省优秀居民委员会主任”。

“有了收入，就得把它们
都用在老百姓身上。”杨彬彬
将其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上，
实现了辖区路面100%水泥化，
修造了路灯，绿化了环城河沿
岸，大大改善了临溪群众的居
住环境。不仅如此，还设立太
极拳训练点、成立文艺宣传队
等，丰富居民的文娱生活。

退休后，杨彬彬继续为
社区奉献余热，担任社区计
生协会专职副会长，至今已
有20多年。她把社区失独家
庭、独生子女伤残家庭的冷
暖忧喜放在心头。新桥社区
共有三户失独老人，其中，苏
老伯的女儿患白血病去世，
老伴不久前也离世，杨彬彬
隔三岔五便往老人家中跑，

只要有社区活动，都会邀请
一起参加，又联系了志愿者
组织，每月都上门慰问看望
老人，陪老人聊天。

不仅如此，苏老伯家经
济困难，长期租住在仅 20平
方米的老房子里。为此，杨
彬彬建议他申请廉租房，并
指导他提交申请材料。苏老
伯住进廉租房，生活条件改
善了许多。

2013年，热心公益的鲤籍
乡贤郭镇义为回馈家乡，在新
桥社区先后设立“万龙人口福
利基金”、捐建万龙慈善诊所，
以及刚开业不久的“万龙慈善
食堂”，杨彬彬均有参与其中
管理，帮助解决社区老年人、
困难群众的问题。

“只要我还能干得动，他
们还需要我，我就会一直做
下去。”杨彬彬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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