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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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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不少市民尽情享受“五一”假期的惬意时光时，却有这样一群
人默默坚守岗位，争分夺秒抢救生命。5月1日，记者走进潍坊市人民
医院重症医学科，倾听“生命守护者”的故事。
　　“滴！滴！滴……”在重症医学科病房，一台台监护设备正常运
行着，不停发出“生命跳动”的声音。值班的医护人员来回穿梭，脚
步匆匆。这间有着80余张床位的特殊病房里，像往常一样忙碌又有
序，假期的欢快氛围已被完全隔绝，只能感受到紧张的气氛。
  此时，重症医学科医生张庆海正全神贯注地操作着PICCO监测
仪，不敢有半点疏忽。工作14年，在节假日值班已经成为习惯，因
为在他的眼里，生命高于一切。“在我们的工作中，没有假期的概
念，因为危重病人没有节假日，我们当然也不能有。”张庆海说，
在这里的都是危重症患者，病情变化快，实时监测，一刻也不能
松懈。
  作为一名医护工作者，他自知最亏欠的是家人。“平时都是我的
爱人带孩子和照顾父母，我陪伴孩子的机会非常少，特别是节假日。
虽然不能一起过节，但他们非常理解我工作的特殊性，并且毫不犹豫
地支持我。”张庆海坦言，作为重症医学科的一名医生，职业特性就
是这样，最值得高兴的就是当危重症患者经过抢救和治疗后转危为
安，那种自豪感是别人体会不到的。
　　张庆海只是众多医务工作者的缩影，在潍坊，还有众多医护工作
者与张庆海一样，用专注、专业、专心，时刻守护市民健康、保障市
民生命安全，他们忙碌的身影成为“五一”假期里的美丽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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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时，王雪萍就已经在公交车
上开始忙碌，检查车辆状况、清理车厢卫生……每一项工作都细致
入微。今年37岁的王雪萍是潍坊公交集团的一名驾驶员，自2010年
以来驾驶着26路公交车穿梭在潍坊的大街小巷。十四载风雨兼程，
她的坚守不仅是对岗位的热爱，更是守护乘客安全的责任与担当。这
个“五一”假期，王雪萍一如既往地坚守在自己的公交“阵地”上。
　　2008年，王雪萍进入潍坊公交集团工作，刚开始只是一名负责
售票的乘务员。从一名乘务员如何成为一名驾驶员？王雪萍打开了
“话匣子”：“我从小就晕车，后来听别人说开车不会晕，就想挑
战一下自己，当乘务员时感觉开公交车是一件很过瘾的事情，就索
性决定转岗。”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及实习，王雪萍在2010年正式
成为公交车驾驶员，有趣的是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晕过车。
　　有乘客曾问过王雪萍：“14年只跑一条公交线路，会不会无
聊？”王雪萍却认为，14年来，每天跑车都能发现不一样的城市
“小确幸”，有时是新修的平整路面，有时是人与人之间的温馨瞬
间……它们隐藏在城市的各个角落，等待着被发现。
　　因为工作需要，各种节假日，王雪萍几乎都是在26路公交车上
度过的，她说：“如果我们休假了，乘客的出行就不方便了，尤其
是节假日期间，为保障市民出行需求，我们必须承担起这份责任，
为市民出行带来方便。”
　　采访结束，王雪萍走向26路公交车，对车辆进行例行检查、打
扫车内卫生，确保下一班公交车能够顺利运行。

□文/图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马宇琪

□文/图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晓梅

  潍坊市昌乐县是闻名全国的“西瓜之乡”。“五一”期间，正值
昌乐县宝都街道不少大棚西瓜成熟上市之时。假期里很多市民外出游
玩，瓜农却是最忙碌的时候，西瓜大丰收，瓜农们特别开心。
  5月1日，记者来到宝都街道看到，不少村子里一片热火朝天的忙
碌景象，田间地头、村头巷尾，一辆辆标有“西瓜购销”字样的车辆驶来
驶去。东齐村几位瓜农的大棚里，满地的西瓜又大又圆，有人正在忙着
摘，有人正用三轮车往外运……分工合作、有条不紊，瓜农脸上都是
丰收的喜悦。当地种植的西瓜品种多是甜王，产量高，口感也好。
　　村民齐先生家的西瓜当日卖出了5元/公斤的价格，前几天他家另
一个大棚的西瓜卖出了5.2元/公斤的高价。“我们家从4月25日就开始
卖西瓜了，到现在已卖出去近5万公斤，收入很不错。”齐先生说，
今年的瓜价让他们非常惊喜，因为很多年没有这么高的价格了。
　　在瓜农刘女士家的大棚里，一地的西瓜都熟了，很多人正在采
摘。“真没想到今年的西瓜价格会这么好，去年同期瓜价3.2元/公斤
左右，今年5元/公斤左右的价格对瓜农来说是意想不到的高价。我家
种着1.46公顷的西瓜，差不多能收获8.5万公斤西瓜，想想就开心。”
刘女士说，“五一”假期，很多市民外出游玩，而他们正是最忙碌的
时候，今年这一季西瓜有望收入30万元。

  “大姐，来10元钱的手抓饼，这饼太香了。”“我要20元钱的
葱油饼，我们全家人都爱吃大姐做的葱油饼。”在潍城区西园街
“千里香特色饼”店，店主杜丽敏正在用心制作升级版手抓饼、葱
油饼、千层饼等近10种饼，简单食材做出美味餐食。“五一”期
间，她的店前总是人头攒动，饼一出锅，很快就被顾客抢购一空。
 　“‘五一’期间，来买饼的人特别多，大家喜欢吃我做的饼，
我很开心。”杜丽敏说，虽然格外忙碌，但每当看到顾客满足的笑
容，她就感到无比幸福。
　　杜丽敏今年47岁，老家是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她哥哥曾在辽宁
省沈阳市经营一家饼店，主要制作香酥饼，她从哥哥那里学到了做
饼的技艺。后来，哥哥来到潍坊创业。2015年时，她和丈夫也跟随
哥哥来到潍坊，夫妻俩被这座美丽的城市深深吸引，于是决定在这
座城市“扎根”，并在西园街开了这家饼店。
　　在她看来，虽说自己做香酥饼的技艺已日渐成熟，但也需要不断
创新，才能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 老人喜欢吃葱香味浓的发
面饼，年轻人更喜欢香酥可口的手抓饼、酱香浓郁的酱香饼等。她经
过反复试验，做的饼品种越来越多，口感越来越好。“每天我都能做50
公斤面粉的饼，收入也不错。”杜丽敏话中透露着幸福和满足。

□文/图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晓梅

王雪萍对车辆进行检查。张庆海在工作中。

杜丽敏忙着做饼。“西瓜购销”队的人员正在帮瓜农摘西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