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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砖小伟”又一次出现在大众面前。

8 月 2 日，小伟受邀来到位于湖北省武

汉市洪山区的“杨我国威运动俱乐部”，与奥

运冠军杨威近距离“过招”。他们通过微博

互动，两人面对面切磋交流的故事，被拍成

了励志节目《过招》。

当农民工与奥运冠军发生交集，故事就

显得格外励志了。

网络上，他是拥有上百万粉丝的“搬砖

小伟”；现实中，他是 90 后农民工石神伟。

这个来自湖北大冶龙角山村的小伙生活在

工地，每天要搬 3000 到 5000 块砖。做工之

余，他坚持在工地上健身。

这样的“逆袭之路”注定收获关注。回

看他的来时路，就会发现“执着有梦”是多么

难得且有意义。

留守儿童，网瘾少年，没能考上高中，跟

着大伯学做木工……直到 2011 年的一天，

17 岁的石神伟在网上看到一段健身视频。

“觉得很炫酷，我开始在工地上练习、模仿，

后来越练越上瘾了。”自此以后，小伟开启了

自己的健身之路。

“通过健身，找到了另外的自我，感受到了

一种来自内心的力量，网络游戏从来不会给我

这种感觉。”为了实现自己的健身达人梦想，小

伟开始夜以继日地忘我训练，常常为了一个一

秒钟的动作苦练三个月，练得伤痕累累。

感谢这个自媒体时代，让每个人都有被

看见的可能。小伟命运转折真正的契机是

在 2015年 3月，他将自己在工地下班后拍摄

的倒立俯卧撑视频上传到一个视频软件上，

出乎意料的是，这条视频火了！

从此，“搬砖小伟”的粉丝数量就在不断

上升，每天都有几千人添加关注，从十几万，

到三四十万，再到一百万、两百万……伴随

着名气的高涨，接踵而来的是众多节目抛来

橄榄枝，央视还为他拍摄了一部名为《搬砖

小伟》的纪录片。

坚持训练、不忘初心，小伟有过杂念、也

曾膨胀，所幸他冷静下来，继续做着“一个爱

好健身的、踏踏实实生活的工人”。

其实，在视频平台上，唱歌的、读诗的、

跳舞的、写作的……像“搬砖小伟”这样被

“看见”的农民工还有不少，他们平凡的人生

多了出彩机会。

每个人都有一条自我探索的路。只要

没放弃思考，就会反复自我追问，“我是谁”

“我是怎样一个人”。当不甘于曾低入尘埃

的命运，那燃起的梦想，鞭策着他们咬紧牙

关，继续奋斗，去发光发热，去改变命运，去

成就自己。

“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

争取和奋斗；而不论其结果是喜是悲，但可

以慰藉的是，你总不枉在这世界上活了一

场。有了这样的认识，你就会珍重生活，而

不会玩世不恭；同时，也会给人自身注入一

种强大的内在力量。”作家路遥在《平凡的

世界》中的这一段话，被经常引用以致成了

心灵鸡汤。

可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不就是这样

吗？有多少个“小伟”曾经在每一个难挨的日

子里为自己打气：这世间，有了值得热爱的东

西和梦想，我们理应为之付出更多的努力。

这是我们朴素的人生哲学，支撑着一

往无前的岁月。

执着有梦，无可阻挡执着有梦，无可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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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2 日清早，在结束每天的例行跑步

后，王喆风来不及擦干身上的汗水，立即打

开 了 自 己 的 北 京 市 积 分 落 户 在 线 申 报 系

统。刷新了若干次后，王喆风终于看到了自

己的最终分数和排名：101.71 分，4000~5000

名！这意味着，按照 6000 人（根据同分同落

原则，2021 年共有 6045 人拟获得落户资格）

的积分落户规模来看，经过公示期后，他就

可以按相关规定办理北京市常住户口，成为

一名实实在在的“新北京人”。

维修办公用品、蹬三轮车往返于市场和

工地之间采购、在商业街卖服装、在互联网

公司做销售、自己创业成立公司……在北京

漂泊的 28 年时间里，王喆风在不同职业间

“摸爬滚打”，从刚来北京时“根本分不清东

南西北”，到不仅在北京安家置业，还拿到了

北京户口，用他的话说是“终于没辜负自己

的努力”。而像他这样通过积分落户北京的

“北漂”，还有很多。

积分，时间和汗水的累积

1993 年，王喆风通过亲戚得知北京中关

村的一家办公用品店需要两名维修复印机

的学徒，便只身一人踏上了前往北京的路。

初到北京的一幕让他记忆犹新：“第一天学

修复印机，师傅领着我到赛特大厦的办公室

维修，看到了以前从没见过的外国人，人家

用普通话向我打听事情，但是我根本不知道

该怎么回答，脸‘腾’地一下就红了。”老家在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城关镇农村的

王喆风彼时还只会说方言。

28 年间，王喆风经历过和朋友合伙创业

时下工地，在北京“女人街”卖服饰，从公司辞

职、艰苦创业；住过“炒一次辣椒能呛走全楼

道人”的地下室，蹬过装满装饰材料的三轮

车风里来雨里去；读大专提升学历，按部就

班地结婚、买房、生子。漫长岁月里，和普通

话水平一同提升的，还有他的落户积分：“我

有了大专学历，缴纳了近 20 年社保，这些都

是加分项。工作和住房又恰好在郊区，会比

在城六区加分更多，分数凑着凑着就够了。”

新版《北京市积分落户管理办法》和《北

京市积分落户操作管理细则》要求积分落户

申请人必须满足持有北京市居住证、不超过

法定退休年龄、在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7年及

以上、无刑事犯罪记录的资格条件，并以合法

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教育背景、职住区

域、创新创业、纳税、年龄、荣誉表彰、守法记录

等指标的累计得分作为申请人的总积分。

据北京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公示的落户人员平均在京工作时间为 16年，

平均年龄 40.5岁。在这些青年时代便来到北

京打拼的外来务工者“凑着凑着就够了”的

分数里，是岁月的沉淀和踏实的耕耘。

户口，“一切为了孩子”

今年是陈绍强来北京的第 20 个年头。

从公司设计部美工做到副总经理，再到离职

创业，现在的他有着比较稳定的工作和生

活。“其实户口对我来说没有那么重要，毕竟

基本定型了，但是有了孩子，就不一样了。”

在北京工作、天津生活是很多“北漂”解

决孩子户籍学籍问题的首选办法。严方若

实打实地在北京和天津间奔跑了两年。“眼

看着儿子马上要升初中了，我们举家搬迁到

了天津，但是我和丈夫都在北京的公司工作

了十几年，很难再调动。”

于是，严方若每个工作日早上 6 点 20 分

出门，靠切换共享单车、地铁、城际列车三种

交通工具前往北京的公司，晚上再按照同样

的路径、相反的方向，头顶夜色返回天津的

家。“冬天出门的时候天还不亮，寒风吹在脸

上如针扎一般，但因为赶时间骑着骑着就热

了，到地铁站后背上已经是汗津津的了。在

地铁和高铁上一休息汗水便干了，到北京后下

高铁转地铁，再骑车赶到公司，又是一身的

汗。每天早上衣服便要汗湿两回，再干两回。”

孩子打来让妈妈快点回家的电话和竭

尽全力奔跑还是经常错过的列车让严方若

觉得揪心又无助。按照她的设想，这种双城

生活要一直过到还没上小学的二胎女儿高

考之后，“坚持到跑不动为止”是她给自己的

目标。积分落户名单公布的那一天，严方若

甚至有点恍惚，因为没想过自己可以如此快

地结束两地奔波。

同样不用给孩子转学了的还有徐丽群。

老家在江西上饶玉山县的徐丽群高职

毕业后在上海做资金柜台业务员，为了与爱

人团聚奔赴北京。几年后爱人提出了离婚，

徐丽群只能独自抚养女儿长大。

为了“赚钱把女儿送入更好的学校”，她

接受了公司外派。之后的几年里，她经常在

周日晚上把女儿送到寄宿学校，当晚或者周

一一早坐高铁去上海，周五中午匆忙吃过午

餐后再赶高铁回京陪女儿度过周末。而这

种奔波带给她的，是连续三年每年纳税超过

10万元而获得的 6分积分落户纳税加分和随

之而来的北京户口。

此前，尽管通过一再向就读的私立学校

争取，女儿在北京读到了高中，徐丽群还是

不得不考虑让其转回江西参加高考。幸运

的是，正在努力寻找学校时，她在积分落户

的名单里，找到了自己的名字。

落户，终于成了“新北京人”

“老家的房子已经没有了，父母也接到

北京来照顾，但是户口还在内蒙古，人家一

问是哪的人，总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说北京

吧，户口都没有；说内蒙古吧，回去都要住酒

店。”随着在北京待的年头越来越多，王喆风

对于自己的家乡究竟是哪里也愈加困惑。

在北京积分落户政策实施之前，漂泊的

王喆风从未想到这个城市有朝一日会以一

纸户口的形式接纳自己。取得积分落户资

格后，徐丽群也才慢慢习惯，原来自己早已

是一个“新北京人”。

严方若卖掉了在天津的房产，把家搬回

了北京。“第一天回来的时候，从单位到家只

用了 14分钟，不禁望着日暮时分的天空泪流

满面。”奔走于京津两地时，严方若每天的通勤

时间最短也要近3个小时。现在，她把省下的

时间用在给儿子辅导功课、给女儿讲故事上。

在积分落户的圈子中，人们习惯互相称

呼为“积友”，徐丽群便是组织“积友”聚会的

志愿者之一。“尽管大家来自各行各业，但年

龄相仿、经历相似，说起来过去在北京打拼

的细节特别有共鸣，又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努

力，更能够彼此理解和帮助。”和“积友”成为

朋友，让徐丽群觉得有了群体的归属感。

“现在终于能说北京就是我们的家乡

了”，获得落户资格后，严方若感到在北京的

生活更加踏实。而王喆风已经不再去纠结

自己是哪里人，因为他的孩子终于可以在户

籍所在地一栏，写上“北京”。

买房工作在郊区、缴纳社保时间长、提升学历都是加分项——

积分落户，让“北漂”成为“新北京人”

买房工作在郊区、缴纳社保时间长、提升学历都是加分项——

积分落户，让“北漂”成为“新北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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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2 日，北京市 2021 年积分落户

申请结果公示，共有 6045 人拟取得落户

资格。这些从外地来京打拼的人用汗水

浇灌了数十载的奋斗岁月，曾经的他们

对户口充满渴望又难以企及，很多人尽

管已经在京成家立业，但仍然时常为一

纸户口而焦虑。积分落户终于让他们可

以安心地把北京当作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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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推动返乡入乡青年投身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马学礼）近日，共青团宁夏

区委、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乡村振兴

局等 10家单位联合出台了《推动返乡入乡青

年投身乡村振兴的实施方案》，明确将通过实

施“百千万”工程，以“归巢热度”“头雁效应”

“群雁活力”助力返乡入乡青年办实业、兴产

业、带就业。

据介绍，宁夏“百千万”工程将着力服务

百名返乡人才，聚焦外出青年返乡就业创业，

实施整合落实各类涉农政策，为回乡发展提

供金融服务和政策支持，建立青年创新创业

孵化园，开展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等措

施；着力培育千名本土人才，聚焦农村青年产

业人才和青年创新创业人才培育，围绕城乡

居民收入提升行动，重点在“九大重点产业”

中，实施农业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青年农村

电商培育，创新创业大赛孵化，赴东部地区挂

职锻炼、设立青年科技创新基金扶持等措施；

着力动员万名人才下乡，聚焦引导青年学子、

专业人才下乡，围绕基础教育质量提升行动，

持续实施博士服务团、研究生支教团项目，开

展青少年宫文艺课程进农村等活动。

此外，围绕百万移民致富提升行动，宁夏

将持续实施“三支一扶”、大学生志愿者服务

西部计划，重点在移民搬迁社区开展农村社

会工作和志愿服务。围绕全民健康水平提升

行动，参与乡村医疗卫生、基层社会管理等工

作，开展健康知识宣传、基层联防联控、义诊

等活动，把健康和关怀送到乡村、农户、田间、

地头。同时，继续深入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

充分发挥东西部协作机制作用，吸引区外技

术人员来宁夏开展农技服务，开展农林牧渔

等涉农人才培养，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惠及异地务工人员

西南地区“跨省通办”服务上线
本报讯（记者黄榆）近日，由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

南省、西藏自治区（以下简称西南五省区）协同探索推出的西

南五省“跨省通办”服务专区正式上线，为同一事项“无差别

受理、同标准办理”提供了平台支撑，为企业和群众提供“少

跑腿”、一站式的“跨省通办”服务，进一步优化企业和群众办

事创业环境。

据悉，服务专区依托建设银行新金融力量，为跨区域政

务服务身份跨省互认、证照共享互信和办件汇聚互通提供有

力支撑，初步实现通办事项“收、分、转、汇、查”，区域内线上

服务自动分发、流转，线下异地代收代办，为同一事项“无差

别受理、同标准办理”提供了平台支撑。

当前外来务工人员异地工作生活、企业跨区域经营活动

日益频繁，对异地办事的需求越来越强烈。2021年 4月，西南

五省区签订《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合作协议》，建立省级协作

机制，协同推进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异地代收代办，加强数

据共享和业务协同，目前已发布第一批西南五省区“跨省通

办”事项清单，包含国家要求实现通办的 128项和区域特色服

务 20项，涉及民政、税务、交通等 17个部门，涵盖户籍迁移、医

保社保、住房公积金办理、道路运输等高频服务事项。

据了解，“跨省通办”服务专区，正逐步按照群众生活密

切相关的高频服务事项，提供查找事项、申请办理、查询进

度、服务评价、意见建议等服务，支撑全程网办、异地代收代

办、多地联办等办理模式，让外来务工人员和企业办事减少

“两地跑”“折返跑”。

目前，服务专区针外来务工人员接入电子社保卡申领、

医保电子凭证申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等“跨省通办”高

频事项。此外，专区还提供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异地

就医结算备案、企业资质查询、出口退税查询等 140多项便民

利企服务。为方便用户选择，专区对所有事项按照个人和法

人办事进行分类，并分别根据不同主题、生命周期、办事部门

等进行相关政务服务事项的整合，便于企业群众一键直达。

8月19日，工人在鞍钢新4号高炉进行高炉出铁作业。
8月20日上午，同处辽宁省的鞍钢集团和本钢集团，宣告正式牵手。诞生于一个多世纪

前，相距仅60多公里的鞍钢、本钢，从钢铁报国到钢铁筑梦，两家百年企业牵手打造巨型钢
铁“航母”，将会释放出促进东北传统产业振兴的磅礴力量，开启从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
的新航程。 新华社记者 杨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