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52019年11月22日 星期五
责编 李倩倩 美编 宁付兴 值班主任 姜瑞胜 城事·温度

□文/图 半岛记者 马正拓

11月20日是岛城孤寡老人朱长柱
70岁生日，岛城2路公交线“姐妹班”的
老中青三代成员，齐聚一堂给老人庆
生。1989年冬天，身有残疾的朱长柱乘
坐2路公交车时，开始与“姐妹班”成员
结缘，从此受到大家的爱心帮扶，洗衣、
做饭、过生日，逢年过节上门探望等等。
30年间，“姐妹班”成员换了一茬又一
茬，但照顾朱长柱老人已经成了传统，
一直在接力传承。当天，年轻一代的“姐
妹班”成员还承诺，一定会把爱心延续
下去，让老人颐养天年。

一次庆生 七旬老人噙泪

11月20日下午，在城阳区夏庄街
道史家泊子农贸市场，角落的一间屋内
热闹非凡，一群“红叶红”志愿者的到
来，让屋里显得有些拥挤。他们是青岛
公交集团市北巴士公司2路线“姐妹
班”的老中青三代成员，专程过来给70
岁的孤寡老人朱长柱过生日。
对于大家的到来，坐在床边的朱长

柱高兴得合不拢嘴，挨个打招呼。自从
1989年与“姐妹班”结缘以来，终身未婚
的朱长柱，在逢年过节以及过生日的时
候，都会有“姐妹班”成员前来陪伴他。
看到老人的头发有点长，志愿者们

先给老人理了发，让老人精神抖擞地过
七十大寿。“这30年来，我先后搬过五
六次家，每次搬家他们都能找到我，我
搬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照顾我到哪
里。”老人说，每次“姐妹班”的成员来看
他，都跟过节一样。
当“70”造型的蜡烛点亮，众人齐

唱生日歌时，朱长柱老人也像孩子一样
跟着唱歌。“虽然我没有儿女，但此时此
刻我觉得，我比很多有儿女的都幸福。”
老人噙着眼泪说。

一次乘车 结下30年情缘

1969年，因为一场意外，年轻的朱

长柱腿部落下了终身残疾。一开始，腿
伤并没有给生活造成太大影响，平时都
是他一个人居住。随着年龄的增长，朱
长柱的腿伤愈发严重。因一直没有成
婚，1986年，他搬到了西镇的姐姐家里
居住，由姐姐来帮着照顾。当时，朱长柱
在青岛印刷厂担任门卫。每天上下班，
都要乘坐2路公交车。
“1989年冬季的某天清晨，我拖着
残疾的腿去赶2路公交车。由于头天晚
上雪很大，路滑，腿脚更显不灵便。这时
2路车两名乘务员把我抬到了车上，当
公交车到了黄台路车站时，一位乘务员
对我说你别动，把你送到厂子门口，就
这样车开了两三百米以后，稳稳地停在
了我单位门口，然后乘务员亲自把我送
进了单位。”受到照顾的朱长柱被深深
感动，他没想到公交工作人员这么贴
心。于是，他写了一封300来字的感谢
信。从此以后，2路“姐妹班”就与朱长柱
相识了。

一句承诺 三代人爱心接力

一来二去，朱长柱与“姐妹班”成员
们渐渐熟络起来。而在得知朱长柱的实
际情况后，“姐妹班”对他的生活也格外
关心，还与他结成了帮扶对子，承诺会
一直照顾他。期间，“姐妹班”的驾乘人
员换了一茬又一茬，从最早的“姐妹班”
班长、全国劳模赖双玲，到接任的班长、
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章获得者朱
莉，再到如今的班长、“全国五一巾帼标
兵”董文香，照顾朱长柱成了“姐妹班”
老中青三代人坚守的一场爱心接力，一
直传承了下来。

1990年以前，朱长柱还能自由行
走，期间每到节假日，朱长柱都会拄着
拐杖来到姐妹班所在的车厢，给班组成
员们送上过节礼品：月饼、粽子、元宵
等，家里有了好吃的，朱长柱也会特意
给姐妹几人带过去尝尝，彼此成了一家
人。1990年，朱长柱的下肢彻底瘫痪
了，“姐妹班”便主动承担起了照顾他的
责任，业余时间接他到五四广场等景点
参观，顺便也放松心情。在班组成员的
鼓励下，朱长柱渐渐走出了低谷。

一种传承 让老人颐养天年

除了平时照顾，每年为朱长柱过生
日，也成为“姐妹班”的一个重要传统。
几年前，朱长柱搬到毕家上流社区的另
一个姐姐家里居住。董文香等人看望朱
长柱更勤了。一有时间，姐妹班的成员
们就会主动去看望，节假日还会带着自
己的家人与他一起包饺子、唠家常等，
有时也会专门从网络上下载一些老人
喜欢的电影、戏剧让他欣赏。
为了给整日卧床的朱长柱减少孤

独和寂寞，前不久，“姐妹班”又一起凑
钱给老人买了部智能手机，教老人怎么
看新闻和视频，并学着使用微信和滴滴
打车等软件，让老人不仅能心动，还能
行动起来。“能够视频通话真是太好了，
只要她们有空，我就能经常跟她们视频
了”老人摸着新手机，开心得像个孩子。
“老人内心其实很孤独。我们能做的
就是尽自己所能给老人带来安慰，让他
感觉到社会的温暖。”董文香说，将继承
和发扬“姐妹班”优良传统，今后还会一
如既往地照顾朱长柱，让老人颐养天年。

“姐妹班”照顾孤寡老人30年
残疾市民乘公交与她们结缘，帮扶从未间断还将延续下去

志愿者们来到朱长柱家中为老人庆生。

■相关新闻
“道德银行”积分
能换现金奖励

□半岛记者 马正拓 报道
本报11月21日讯 11月20日，

交运温馨巴士兴达分公司619路驾驶
员王进培，从公司领取一张百元大钞，
这个既不是他的工资，也不是奖金，而
是用“道德银行”的积分兑换的。据悉，
从2014年起，交运温馨巴士公司就设
立了职工“道德银行”，职工平时有拾
金不昧、扶老携幼的好人好事，都能以
“道德币”的形式，储蓄在“道德银行”
里，积累一定数量后可以兑换成现金
奖励，以此来鼓励职工养成日行一善
的良好习惯。
据介绍，交运温馨巴士职工可以

将日常的优秀道德行为，量化成一定
的“道德币”，存入道德银行的个人账
户，凭账户内的道德资产，可以兑换奖
金。“道德银行”自成立以来，目前已经
有接近2500人开户，他们都是活跃储
户，每天都有拾金不昧、扶老携幼的好
人好事发生，从而赚到道德币，增加存
折上的“收入”。
自“道德银行”设立以来，交运温

馨巴士公司收到的表扬电话每月成倍
增长，越来越多的驾驶员加入到做好
人好事的队列中来。更重要的是，他们
并不是为钱做好事，而是得到了精神
上的肯定。仅温馨巴士兴达分公司就
涌现出一大批道德标兵：如贴心服务
乘客的乘务员顾秀秀、岳建梅，帮助老
人上下车的王建，救助老人的王成杰
等。

公交举办“问候”大赛
司机把问好挂嘴边

□半岛记者 马正拓 报道
本报11月21日讯 11月21日是

“世界问候日”，青岛公交李沧巴士公
司121路线班组，自发印制笑脸和问
候语，还在车厢中举行一年一度的“问
候大赛”，并向岛城公交司机发出“问
候一路同行”的倡议，呼吁大家把问好
挂在嘴边，给岛城市民提供良好的出
行服务。据介绍，自2014年121路全
线推广“有声服务”以来，每年的“世界
问候日”，121班组都会在车厢内举行
“问候大赛”。121路线还首创“有声服
务”工作法，对乘客送上一句“您好”
“请慢走”，拉近与乘客的距离，让大家
的心贴近。

□半岛记者 邓慧秀 通讯员 贾洪西
报道

本报11月21日讯 近日，记者获
悉，位于市南区莱芜二路12号的市南区
社区环保馆整修工程于日前竣工并通过
验收。
据了解，市南区社区环保馆建成于

2011年，为青岛市环境教育基地，是迄
今为止全省首家社区环保教育馆，2013
年全省唯一获得原环保部举办的全国远
洋社区环保公益宣传项目一等奖，是实
施环境保护、绿色低碳、资源节约教育的
有效平台。多年来由于参观人数众多、年
久失修，一度闭馆待修。
今年，生态环境局市南分局将馆体

全面整修列入年度重点工作，想方设法
筹集专项资金并报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批
准，由江苏路街道办事处实施工程招标
施工。经过近1个月的紧张施工已于日
前全面竣工，并继续面向社会免费开放。
该馆共分室外展、环境现状展、生态

教育展三个功能区和环境保护、节能减
排、低碳生活、生态环境四大板块，通过
绿色家园的环境再造、特色雕塑的内涵
展示、环保主题颜色的深层揭示，以知识
展板、实物模型等多种方式，警醒人们保
护环境，充分体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生态理念。自建成以来深受市民喜
爱，并多次接待企事业单位、学校及外省
市参观团来访学习。

市南区社区环保馆整修后重新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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