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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陶稳

暑假期间，许多“留守”老家的孩子，来

到 在 城 市 工 作 的 父 母 身 边 ，实 现 短 暂 团

聚。来之前，他们憧憬着大城市的繁华，以

及与父母朝夕相处的快乐，但现实往往不

太如愿。

体验爸爸工作的辛苦

在北京北五环外的一个“城中村”，一间

不到 10 平方米的民房里，早上 7 点的闹钟准

时响起。15 岁的马文俊准时被爸爸叫醒，

父子俩要开始新一天的工作。今年暑假，马

文俊从河北沧州老家来到北京，跟爸爸马斌

住在这里。马斌是外卖员，马文俊来北京

后，他经常带着儿子出去送外卖。

体格精瘦的马文俊，腿脚麻利，熟悉了

几天后，他已经成为爸爸工作上的得力帮

手。经常，爸爸骑电动车刚在一家餐馆门口

停稳，马文俊就从后座上跳下来，一溜烟儿

跑进去，取要送的外卖。

“现在是外卖淡季，每天单子不是很多，

最开始同意他来北京，是因为想趁着不忙的

时候带他到处玩玩，让孩子长长见识。”马斌

说。这是他在北京做外卖员的第 3 年，为了

节省房租，他跟许多外卖员一样，租住在这

里一间不到 1000 元的房子。虽然最近工作

不算太忙，但马斌还是没有花过一整天的时

间带孩子出去玩。

马文俊清楚地记得自己来京后，真正出

去玩的时间只有过两个下午。第一天，爸爸

把他从车站接出来后，两人匆匆吃过午饭，

用一下午时间参观了天安门广场、鸟巢等，

第二天他就跟爸爸出去送外卖。

另一次是遇到下雨天，爸爸决定提前收

工，带他到附近的颐和园玩了两个小时，他

说那是自己来京后最开心的一天。

“房子挺小的，没网，也没空调，所以不

想待在屋里，宁愿跟爸爸一起出去送外卖，

至少能看看外面的风景。”马文俊对记者

说。马斌也表示，把孩子一个人留在屋里不

太放心，让他自己出去玩，人生地不熟更不

放心，好在最近天气不是很热，父子俩一起

出去，相处的时间也更多些。

孩子跟我说他饿了

同样来自河北的王旭，是一名三年级的

小学生，这个暑假来到北京，跟做家政的妈

妈一起生活。

让儿子来北京过暑假，是妈妈刘盼盼很

早就有的想法。“以前因为工作忙，只能在每

月休息时抽时间回家看看孩子，今年做家政

后，闲暇时间相对多了一些，带他过来也想

多增加母子感情。”刘盼盼笑着说。

王旭很懂事，为了不耽误妈妈工作，他

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妈妈工作

很辛苦，我不想让她担心，她在工作的时候，

我就写作业，写累了就玩手机，或者到门口

坐一会儿，妈妈不忙的时候，我就去陪她聊

聊天儿。”王旭说，小小年纪的他显得安静又

沉稳。

因为在北京没有其他家人，所以这段时

间只能刘盼盼一个人带孩子。“没有工作任

务的时候，就带他到外面转转，有任务的时

候带他一起去干活”。

每天跟儿子在一起说说笑笑，让刘盼

盼忘记了工作上的劳累，但真正忙起来时，

她也不能时时照顾到儿子。刘盼盼记得，

有一次自己要做一个保洁的活儿，一大早

就带着孩子赶过去，一直工作到晚上 10 点

多才结束。“中午娘儿俩点了一顿外卖吃，

晚上 7 点多孩子跟我说饿了，我也没太在

意，就想赶紧干完活带他回去做饭吃，没想

到干完活就晚上 10 点多了，还没回到家，

孩子又困又饿躺在车上睡着了。”这件事让

刘盼盼自责了好几天。

据刘盼盼介绍，两年前，她所在的家政

公司还会为员工的孩子组织夏令营、冬令

营，让从老家来的孩子们参加社会活动，

而且只收取基本的伙食费，其余费用由公

司承担。但近两年受疫情影响，公司停止

了这项活动，孩子从老家过来后只能自己

带着。

“爸爸干一次活都会累一身汗”

薛琪琪和薛鹏飞是姐弟俩，暑假期间跟

亲戚一起，从甘肃平凉来到在北京工作的爸

爸妈妈身边。当被问及他们来到北京后最

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姐姐薛琪琪回答说：“每

天看到爸爸妈妈下班最开心。”

姐弟俩的爸爸薛洪玉是一名安装工人，

客户在网上下单商品后，他与同事提供上门

安装服务，包括窗帘杆、晾衣杆、智能门锁

等。妻子张艳玲是一家餐饮店的服务员，正

常工作时间是 8 小时，但她所在的门店经常

加班。

为了多跟孩子见上几面，薛洪飞夫妻俩

每年都会安排孩子来北京过暑假，为此他们

专门租了一间稍大些的房子，20 平方米左

右，还特意安装了空调。不过薛洪玉仍无奈

地表示，因为屋里只放了一张床，母子三人

躺下后，自己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了。

因为父母都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所以

今年暑假薛琪琪和薛鹏飞来到北京后，还没

跟父母一起出去玩过。两个孩子实在无聊

了，会跟爸爸一起去“出工”。“我去顾客家里

干活，就给他们在外面找个公园玩，不过他

们也会抱怨公园里蚊子太多，有时候等着急

了就会给我打电话。”薛洪玉说。

虽然没有太多时间跟父母在一起，但姐

姐薛琪琪还是觉得很满足。“有时候爸爸妈

妈下班得早，我们还能玩一会儿，打打扑克

牌、羽毛球”。薛琪琪说。年龄稍大的她，不

仅学习成绩优异，还主动分担家务活，每天

负责打扫卫生、整理一家人的衣物，此外还

包揽了晚饭后的刷锅洗碗任务。

“看着爸爸工作挺辛苦的，干一次活都

会累一身汗，每天衣服都要汗湿好几次，妈

妈又经常加班到很晚，所以来之前就想帮

他 们 做 一 些 力 所 能 及 的 事 情 ”。 薛 琪 琪

说。薛鹏飞也表示，在升入初中后，要更加

努力学习，向姐姐看齐，不让在外工作的父

母担心。

（为保护未成年人，部分儿童为化名）

暑假，跟着爸爸体验送外卖暑假，跟着爸爸体验送外卖

本报记者 邹明强 本报通讯员 许端

有着 1800 余名职工的湖北宜昌公交集

团，公交营运线路有 94 条，日均营运里程 10
万公里，日均客流量 55万人次。公交车穿街

走巷的同时，也在传播着文明。

爱心接力赛

宜昌公交集团先后打造出“乘客流动之

家”文化品牌、“BRT 城市会客厅”服务品牌，

B1 路“预备役军人示范线”、B27 路“敬老文

明号”、18 路“青年文明号”、23 路“工人先锋

号”和 103 路“助残先进集体”等一批优质文

明公交线路，形成“线、车、站、人”为体系的

文化品牌矩阵。

“B1 路预备役军人示范线”创建于 2001

年 5月，是全国规模最大、湖北省内第一条以

预备役军人驾驶员为主体的公交线路，他们

用军人作风管理队伍，积极开展各类国防教

育和国防能力培训。

103 路 10 年间义务接送盲人乘客李达

义 6000 多次，李达义是伍家岗区伍家乡共

联村的五保户，从小双目失明。过去，他每

天摸索着步行近两个小时到距家 3 公里外

的五一广场附近摆摊。2002 年，103 路公交

车开通后，他就成了这路车的常客。李达

义的家位于两个公交站点中间，他起初需

要 摸 索 着 行 走 300 米 到 站 点 等 车 。 当 年

11 月 初 ，103 路 司 机 包 定 美 得 知 情 况 后 ，

特意嘱咐他在家门口等着，公交车每次都

会停在他家门前。2006 年，宜昌公交集团

了解情况后，便定下规矩，103 路所有司机

只要看到李达义在路边等车，就必须带上

他，下午还要将他带回家。从此，在这个特

殊的站点，无论天晴下雨，只要李达义带着

板凳和拐杖在路边等候，103 路的司机都会

停车。

10 年来，103 路公交线路先后有 50 名司

机加入这项爱心“接力赛”，累计接送李达义

行程将近 2万公里。

“日行一善、载德前行”

集团持续开展“日行一善、载德前行”

活 动 ，弘 扬 尊 老 爱 幼 、拾 金 不 昧 、见 义 勇

为，宜昌公交人践行“善言、善行、善举”，

2020 年发布“日行一善”好人榜 31 期，累计

发生拾金不昧 1213 起、乐于助人 131 起、志

愿服务 198 起、见义勇为 5 起，好人好事蔚

然成风。

2020 年 3 月 21 日上午，在 BRT 王家河

站台附近的车道，发生了一起车辆侧翻的单

方事故，车内一男子被困驾驶室。途径此地

的宜昌公交集团员工宋俊明和公交驾驶员

高本权、付高军自发前往施救，在一众路人

的帮助下，车主获救。当年 11 月 10 日下午，

一位皮卡车车主遇到车载货物起火的险情，

危急时刻，从此路过的 K93 路公交车驾驶员

欧启文及时伸出了援手，拿出车辆配备的灭

火器，帮助车主及时扑灭大火。同年 11 月

27 日上午 9 时，正在等红灯的 B6 路公交车

上，一名婆婆晕厥在座椅上，宜昌公交集团

西陵分公司当班驾驶员赵春俊利用培训掌

握的急救常识，通过 120 接线员的电话指

导，对老婆婆进行心肺复苏施救。在众人的

协助下，老人转危为安，脱离生命危险并送

医治疗。

在“日行一善”活动的感召下，越来越多

的公交驾驶员自发参与到社区治理、文明创

建和志愿服务中。

湖北宜昌 103路公交车 50位司机坚持 10年接送盲人乘客

“每次都会停在他家门前”

8月19日，86岁的老党员臧树坤（右一）和82岁的老党员杜淑琴（右二）走访社区内的
独居老人李作英。臧树坤和杜淑琴参加了社区为老服务队，多年来她们坚持走访社区内的
独居老年人，了解他们的生活和身体状况，及时反馈给社区和街道。

北京市丰台区东高地街道共有60岁以上老党员5900多名，这些老党员积极参与街道组
织的社区为老服务队、治安巡逻队、文化服务队等志愿服务队，辖区内老党员参与志愿活动
比例近95%。社区“搭台”，老党员“唱戏”，让党员和居民共同营造和谐的社区环境，把优良
传统传承给年轻人。 新华社记者 李欣 摄

我在沙漠种桃子

8月18日，方志利在检查除虫设备。
一场秋雨过后，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红水河西岸沙

漠地带的桃园里，又大又红的桃子压弯枝头，香味诱人。
42岁的方志利是这座沙漠桃园的负责人，甘肃农业

大学农学专业毕业的他心里一直有着“新农人”的梦想。
2015年，在外打拼多年的方志利回到家乡创业，承包了
120多亩沙漠荒漠地，建设经济林治沙试验基地，将全部
积蓄和精力投入沙漠治理和科技育林中。

“刚开始的时候，桃树苗种下去，一场风沙过后全
没了，加上干旱和温差大，很多品种都不能存活，我们
只能不断地尝试和改进。”几年时间里，方志利克服重
重困难，成功选育出适宜在沙漠荒漠地种植的桃树品
种，利用沙漠独特的气候资源和新型节水技术，最终种
植出受到市场认可的果实。如今，方志利的桃园已扩
大到 180 多亩，注册的“漠上云桃”品牌受到越来越多
的青睐。

“下一步我们还要扩大规模，把这种模式推广开来，
带着乡亲们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多
赢。”提起未来，方志利充满希望。 新华社记者 陈斌 摄

阅 读 提 示阅 读 提 示

很多“小候鸟”的家长居住在城市边缘，生活条件简陋，一张床占据了出租屋的大部分空

间。由于家长工作忙碌，他们很少有机会真正走出去，认识这座城市，但很多“小候鸟”表示，

只要能跟父母在一起生活就很开心。同时因为目睹了父母工作上的艰辛，他们会主动分担

家务，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

我国“蟹”企超2.8万家
本报讯（记者刘静）立秋后，菊香蟹肥，正是吃海鲜的最佳

时节。天眼查大数据显示，近些年，随着市场消费能力和养殖

产量的同步发展，海鲜产业规模呈逐年上涨态势，我国现有超

21 万余家海鲜相关企业。其中“蟹”企超 2.8 万家，占整体海

鲜相关企业的 13.3%。

如今，零售渠道依然是海鲜销售的最重要渠道。相比在

餐厅就餐，人们还是习惯在外买了海鲜，自己回家做着吃。值

得关注的是，江苏是“蟹”企最多的省份，海鲜相关企业数量也

排在全国前五。因为水网密布，江、湖、河、库、塘，五水并存，

江苏大闸蟹产量一直占据着全国的半壁江山。

南京市民踊跃参加无偿献血
江苏省南京市部分献血点因疫情防控而暂时关停，全市

献血人数骤减，导致临床用血面临巨大压力，血液库存量持续
处于最低红色警戒线。

江苏省文明办、省血液中心多渠道积极呼吁适龄、健康、
符合献血条件的市民，踊跃参加无偿献血。图为中建二局青
年志愿者参加献血活动。 夏勇 摄

个人信息安全
有了专门法律保护
据新华社电（记者刘硕 白阳）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次会议 20 日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

法》，自 2021年 11月 1日起施行。

明确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大数据杀熟，对人脸信息等

敏感个人信息的处理作出规制，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投诉、举报

工作机制……这部专门法律充分回应了社会关切，为破解个

人信息保护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了个人信息处理和跨境提供的规

则、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等内容。本法规定，任何组织、个

人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

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

针对过度收集信息、大数据杀熟的问题，本法明确，处理

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

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个人信息处理者利用

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不得对个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

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

针对滥用人脸识别技术问题，本法要求，在公共场所安装

图像采集、个人身份识别设备，应设置显著的提示标识；所收

集的个人图像、身份识别信息只能用于维护公共安全的目的。

对于提供重要互联网平台服务、用户数量巨大、业务类型

复杂的个人信息处理者，本法特别规定了其需要履行的义务，

如建立健全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制度体系，定期发布个人信息

保护社会责任报告，接受社会监督等。

个人信息保护法还进一步强化了相关部门的监管职责，

从严惩治违法行为。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发现个人

信息处理活动存在较大风险或者发生个人信息安全事件的，

可以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该个人信息处理者的法定代表

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或者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委托

专业机构对其个人信息处理活动进行合规审计。

对违法处理个人信息的应用程序，责令暂停或者终止

提供服务；拒不改正的，并处一百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罚款。

活跃在社区里的

老党员志愿者

活跃在社区里的

老党员志愿者

公安部：9月1日起驾驶证电子化等
4项公安交管便利措施全国分批推行

据新华社电（记者任沁沁）记者 20 日从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9 月 1 日起，驾驶证

电子化、二手车异地交易登记、“交管 12123”
App 核发货车电子通行码、交通事故证据材

料网上查阅等 4项“我为群众办实事”公安交

管便利措施将在全国分批推行。

在天津、成都、苏州 3个城市试点机动车

驾驶证电子化基础上，北京、长春、南宁等 28
个城市将推广应用驾驶证电子化。通过全国

统一的“交管 12123”App发放电子驾驶证，电

子驾驶证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办理交管业务、

接受执法检查时出示使用，并拓展客货运输、

汽车租赁、保险购置等社会应用场景，为驾驶

人提供在线“亮证”“亮码”服务，进一步简化

办事手续资料，提升证件使用便捷度，更好便

利群众办事出行。

第一批推广应用驾驶证电子化城市包

括：北京、天津、石家庄、长春、大庆、上海、无

锡、苏州、盐城、泰州、宁波、嘉兴、南昌、济南、

青岛、长沙、广州、深圳、南宁、重庆、成都、绵

阳、自贡、南充、贵阳、西安、银川、昆明。此

后，将陆续在全国范围内分阶段实施。

除此之外，9 月 1 日起，石家庄等 218 个

城市将推行二手车异地交易登记，天津等 70
个城市将推行网上核发货车电子通行码，河

北等 14 个省（市）将推行交通事故证据材料

网上查阅。

下一步，公安部交管局将在全国尽快推

广应用相关措施，实现简政减证全推广，便民

惠民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