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脱下保安服，贾鹏仍然履行着一位保安
的职责，正义感爆棚，只要遇到不平的
事情，他一定会拔“刀”相助。

2003年的一天，贾鹏下班后到
咸宁火车站附近办事。办完事后，
他走在街道上。突然，他听到一位妇
女在大声呼救：“抢劫啦！”定睛一看，

有两个人坐在摩托车上，公然抢夺妇女
的挎包。

抢到后，他们发动摩托车疾驰起来。贾鹏立马飞奔跟上，
用手将犯罪嫌疑人从后座拖拽下来。此时，另外一个同伙凶狠的扑
过来，他使用擒拿术，经过一番争斗之后，也将此人拿下。

虽然手上、身上受了点轻伤。但被抢妇女的一声真诚道谢，让
贾鹏感到开心不已，觉得一切都值。

一桩桩 ，一件件，贾鹏为了市民的安全，凭着渗入骨子里的那份
正义感，做的好事数不胜数。不仅奋勇跳河救起过轻生女，也在公
交上喝止过小偷小摸......

面对这样的丈夫和父亲，贾鹏的家人也从刚开始的不理解，到
现在的支持和佩服。

即便如此，贾鹏仍觉得有点愧对家人：“春节是一个一家团聚的
日子，可我干了18年的保安，只有3年在家过春节。”

因为保安工作的特殊性，只要是节假日，贾鹏格外的忙碌，经常
通宵值守，生怕出现一点意外，为市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损失。

对于此次获得的荣誉，贾鹏表示，心情十分激动。但是，成绩已
经属于过去，今后，他将始终牢记把人民生命财产放在首位的宗旨，
更加努力工作，为咸宁保安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除了做公司的保安业务之外，贾鹏
也接受相关职能部门的领导，协助处理
各类治安案件100余次，时刻在老百姓
身边，保一方平安。

2010年，贾鹏与同事接受市一部门
邀请，到金桂湖附近协助控违拆违工作。

不料，一位户主情绪突然失控，挥舞
着锯大树的锋利电锯，朝他们冲过来。

在大家始料未及的时候，电锯已经
在同事身上豁了一大道口子，鲜血淋
漓。说时迟那时快，贾鹏不顾自身的安
危，硬生生地用手将电锯挡回去，并将
此人制服。此时，他的手上也被划了很
深的一刀，隐约可见骨肉。

“电锯锯断一颗大树都只要几十

秒，更何况是对人，太危险了。”说起这
件事时，贾鹏仍心有余悸。虽然他受了
伤，手上被缝了十几针，但不后悔。“同
事受伤更重，我心里还很愧疚。”

面对各种危险，贾鹏毫不退缩。只
要是有关部门的委托，只要是事关市民
的安全，他都身先士卒，绝不推诿。

今年11月初，我市举行咸马比赛。
贾鹏与同事被抽调到人民广场附近做
安保工作。为了提前将工作布置好，他
与同事一起商量具体方案，直到凌晨2
点。比赛当天，不到凌晨4点，他就与
同事赶到现场，站着维护秩序到下午2
点多。现场没有出任何岔子。

作为一名保安，贾鹏还曾带领同事
“抗洪突击队”安全转移受灾群众百余
人，也看守过涉案金额近83亿元的“9·
28”赌球专案的犯罪嫌疑人，还曾带领
同事们守护过“刘汉案”专案组的安全，
用最朴实的行动诠释了一名保安员的
真实内涵。

处危难，他挺身而出护百姓

23日一大早，在市高新技术
产业园的兴安保安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贾鹏已开始忙碌。他仔细斟酌安保方
案，以期为园区内一家客户企业更好服务。

今年40岁的贾鹏身材高大，看着孔武有力。
“我是兵蛋子出身。”1998年，他从部队退伍，到兴
安保安集团工作。在公司从一名普通的保安员干
起，一步一个脚印，逐步成长为公司的中层管理人
员，现任公司的运营总监。

回想以前当基层保安的经历，贾鹏感慨万千。
他除了做好人员、车辆、物品的登记、清点等工作
外，还要在小区内巡逻。即便是冬天寒冷的夜晚，
他也必须照常巡逻。“这保证了居民的安全，辛苦点
没啥。”

记得2002年的一个冬天，凌晨2点，滴水成
冰，贾鹏负责
的小区早进
入了沉睡模
式。他却搓
着双手例行

巡逻。在用手电筒照射时，他猛然
看到有人在墙上攀爬。

“有小偷。”贾鹏立马反应过来，他大喝一声，向
小偷疾驰过去，小偷被吓住，落下地准备逃跑，却不
料被贾鹏当场擒拿，之后扭送给当地派出所。

难道跟小偷面对面不害怕吗？贾鹏却认为，邪
恶不能战胜正义，而且，保安这个工作做的是小事，
但是出事却是大事，所以要保证做好小事不出大
事。“再说我当兵练了两下子，公司也进行了基本的
擒拿等技能培训。”他笑着说。

在当保安的18年里，贾鹏恪尽职守，做好自己
的本职工作，还先后协助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
300余名。

就这样，贾鹏踏实做事，兢兢业业，经历
了普通保安、保安队长等多个岗位的磨
练，同时自身也在不断地学习、
成长，在公司多次被委以
重任，负责各大客
户公司的安保工
作，基本没出意外。

为客户，他恪尽职守保平安

生活中，
他铁骨铮铮担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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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角

2003年，我从公安系统退下来，离
开了朝夕相处的同事，赋闲在家，业余
生活除了帮助老伴做做家务、照顾孙
儿、看书读报以外，也就望着天空，细数
时间轮长。

这样任凭时间浪费，我有些不甘
心。退休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后来，
我在邻居的介绍下，来到了老年活动中
心，报了老年大学的班，开始学习书法、
国画。

书法、国画都是中国高深的技艺，
并非一朝一夕可以练成，我没有任何书
法基础，因此便从临帖开始学起。

为了练好书法、学好国画，我到处
收集字帖，也开始收藏一些名家字画。
每天，我都要来往老年活动中心和家两
次。即使下雨下雪，我也从没有落下一
节课。回家后还按时完成课堂上老师
布置的作业。时间被安排得满满当当，
每天都很充实。

去年的一个下雪天里，因为出门时
忘了戴手套和围巾，我即将走到老年活
动中心时，摔了一跤，身上衣服湿透，手
脚也被冻得冰凉，可是一进门，迎面而
来的老师的笑容和同学的问候，一下子
让我觉得，身上不那么冷了，伤口也没
有那么疼了。

从开始学习书法至今已13年时间，
其间我也曾不远千里观摩书展，克服种种
困难外出进修，不畏艰辛四处拜师访友，
经常起早贪黑、通宵达旦地学习书法。

通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我的书法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楷书脱古超
俗，浑厚得体；行书起伏隐现，疏密有
度；隶书浓淡相间，秀美内敛；草书线条
流畅，章法通神。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近几年来，我
屡屡在全国、全省书法展赛中入展、获
奖，书法作品被编入多种丛书。

2013年，我取得了安徽合肥参加第
五届中国书法展赛铜奖。2014年，我在
江苏常州取得了现场创作的金奖。
2014年，我的篆书作品《长征》取得了全
球华人书法作品典藏金奖。

书法让我的晚年生活有了新的方
向、目标。2014年暑假，我和小区里另
外一位退休干警一起办起了书画班，义
务教孩子们学写字画画。

这些孩子最小的5岁，最大的也不
过 12岁。父母多是工作在一线的民
警。为了给孩子们上好课，我专门写了
教案，手把手教毛笔握笔的姿势和技
巧，耐心地为孩子们讲解起笔、润笔和
收笔的重要性。

孩子们开心的笑容，让我觉得，我
的退休生活很有意义。

采访时间：11月21日
采访对象：尹熙长，今年74岁，是市
公安局的退休干警。退休的 13 年
里，他一直坚持学习书法、国画。
采访整理：记者 朱亚平

中乐在其

体验时间：11月22日
体验岗位：早餐店老板
体验地点：青年E家附近

尹彩霞是青年E家附近早餐店老
板。老公在外务工，她一个人一边带小
女儿，一边开店，辛苦不言而喻。

当日早上7点半，记者来到她的店
时，几位顾客正排队等候。她先装了一
份面，放在锅里煮着，转身再给碗里的热
干面放调料。“要葱蒜香菜吗？”“要葱蒜，
不要香菜。”调料放好，并拌好热干面后
便递给顾客。之后，她将锅里的面捞出，
放进碗里，再放两份面到锅里煮……

同时，她还要不停喊在阁楼赖床的
女儿起床。“甜甜，快起床了，校车快来
了。”四岁的女儿对此充耳不闻。

尹彩霞跟顾客说：“请稍等下，我一
会就来。”她将手机里的动画片打开，对
女儿说：“甜甜，《猪猪侠》开始了，快起来
看。”这时，女儿才开始穿衣起床。

“你每天用动画片叫孩子起床吗？”
一名顾客问。“是啊。我没有时间照顾
她，她又不肯起床，只能用这一招了。”尹
彩霞无奈地说。

女儿衣服没有穿好就下阁楼了。尹
彩霞嚷道：“快去把羽绒服穿上。”女儿没
有听。与此同时，又来了两位顾客。尹
彩霞有些着急，但又怕耽误了顾客的时
间。

“我来帮你，你去帮孩子穿衣服吧。”
记者说。尹彩霞同意了。记者学着尹彩
霞的样子，一边煮面条，一边放调料。

“盐、胡椒不要放太多了，用勺子尖尖挑
一点就好，芝麻酱放两勺，辣酱有的顾客
不需要。”尹彩霞在旁指导。

很快，一碗热干面完成了。接着，记
者捞起锅里的细粉，倒进碗里，再放一份
宽粉入锅煮。“盐不要多，其他调料也要
适量。放汤水的时候要小心，别烫到
了。”尹彩霞很担心记者出了错。

好在，记者有丰富的做饭经验。虽
说动作慢了一点，但最终顺利完成。送
走了两位顾客，尹彩霞也料理好了孩
子。她接过工具，一边忙一边讲她一天
的工作程序。

每天早上五点，她起床生煤球、煮鸡
蛋和稀饭、准备汤水和调味菜，还将前一
天准备好的粉面搬到工作台。这一系列
工作完成，六点多了，她就开门营业。每
天七点到八点是最繁忙的时候，她用打
乱仗来形容。因为要照顾生意，还要催
女儿起床，接着还要送孩子上校车。

送完孩子上学，就稍微轻松些了。
有顾客就接待，没有就擦擦扫扫，保持店
面卫生。

到十点多，一天的工作才结束。尹
彩霞收拾好一切，准备吃饭。

此时，记者才知道，尹彩霞虽然自己
卖早餐，但没有时间吃早餐。她每天的
早餐时间是10点后，连同中午饭一起
吃。 （记者 马丽）

与你同行与你同行

早餐店老板尹彩霞：

卖早餐却没时间吃早餐
古稀老人尹熙长：

义务教授孩子写字画画

沉醉工作入了迷
炒好菜肴倒入桶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心里装着一件事情，手上却
做着另外一件事情，大家因此都做过什么样的囧事呢？21
日，市民周女士向邻居聊起了家中刚刚发生的一件趣事。

周女士家住天洁小区，丈夫小刘在附近一所小学当老师，
平时虽然人有点呆，但是做起事情有板有眼。

上周六，周女士下班后刚到家门口，便已闻到了饭菜香，
一边猜着小刘做的啥菜，一边洗完手流着口水来到厨房。

一看，小刘正背对着她在炒菜，周女士喊了他一声，见小
刘没回应，周女士也没有多想，便自顾自的去换衣服了。

再次到厨房时，周女士却发现，丈夫将刚做好的一盘回
锅肉正往垃圾桶倒。她奋起阻止，回锅肉却还是被倒掉了。

“你在干什么啊？”周女士的大叫声，引起了小刘的注意，
他这才发现自己刚刚做下的“好事”。

小刘解释说，自己刚刚正在为一个新的电子教案想标题
和相关的内容。分神的时候，没想到却将本来要入盘的菜倒
进了垃圾桶。

记者感言：一心不能两用，讲的便是小刘这样“专一”的
人。上班的时候，专心工作，下班的时候，好好享受生活，才
是最好的选择。

老人多次改生日
只为一家人团聚

本报讯 记者李娉报道：为了让一大家子团聚，老人家
屡次改动生日，真可谓用心良苦——近日，温泉双鹤桥王奶
奶的故事在当地传开。

原来，王奶奶今年高龄85岁，子女媳婿、孙子外孙，加上
重孙，一大家有将近30人。但大都生活在不同城市，平时天
南海北的很少回咸宁，就连春节，也经常是少了这家或缺了
那家。

不过，无论怎么忙，在老太太生日、正月24日这天，大家
总是不约而同地回来祝寿，这个习惯在老人家78岁那年开始
固定。

到80岁生日时，老太太发现正月24这个日子大家赶回
来很吃力，便在饭桌上宣布：“明年我生日改到正月十五好
了，方便你们回家。”大家鼓掌通过。

这样过了两年后，在上海成家立业的小女儿以商量口吻
说：“妈妈，您这生日要是在春节假期当中就更好了。”本是玩
笑话，没想到老太太当即把这个话题摆到桌面上，让大家商
量哪一天最合适。

改动老人生日时间，会不会显得不够尊重？老人打消了
大家的顾虑，她说：我这个年纪了，生日过不过哪儿有区别，
之所以过生日，完全是为了一大家子团聚，只要你们方便，哪
一天过生日都没问题。

如今，老太太生日定在正月初三，而且她表示，只要大家
同意，生日还可以改。

记者感言：为着一大家人的团聚，老人毫无忌讳地一再
改动生日时间，这事儿虽小，却扎实表达出老人对家人团聚
的渴望。身为子女，你是否有所触动呢？

蒙混进群打广告
真假业主论真身

本报讯 记者王莉报道：18日，温泉城区天洁国际城的
业主群里炸开了锅：有人冒充业主混进群里打广告，结果遇
到了真的业主，一场真假辩论赛开始了。

该小区的业主群有一个规定：为了方便物业与业主联
系，哪户业主进群了，QQ显示的备注名就是该用户的房号。

当天晚上，一个备注名为“1-1-402”的业主在群里打广
告：“邻居们，我是1栋1单元402的业主，我在城区开了一家
火锅店，欢迎你们去品尝。”开始大家还在讨论口味怎么样，
消费贵不贵，突然，发生戏剧性的一幕：

另外一个备注名也是“1-1-402”的业主突然来了一句：
“你说你是1栋1单元402的业主，那我是谁？”其他业主一
看，果然，他们的备注名是同一间房。同一套房，但又互不相
识，有业主调侃：你们不是一家的吗？

两个业主开始争辩起来，都说自己是真的业主。这引起了
物业管理人员的关注。物业管理员手上有一份业主登记册，他
出了个点子：你们都说自己是402的业主，那你们都说说402
的户主叫什么名字？真的业主私信给物业管理员，如此一来，
真假业主便验明了正身。打广告的人也灰溜溜地退群了。

记者感言：商家为了做广告，营销手段层出不穷。不过，
无论通过什么方式打广告，做好产品和口碑，才是硬道理。

大龄剩女愁脱单
闺蜜微信帮征婚

本报讯 记者马丽报道：11日，在温泉一家服装店上班
的小吕哭笑不得地说：“这年头，干什么都要小心，找闺蜜也
不例外，否则就被坑。”

小吕今年28岁，依然没有可以发展的对象。在通山的父
母三天两头打电话催她回家相亲，她反感却不敢言。心情烦
闷时，就会找闺蜜小林倾诉。爱恶搞的小林常常给她出歪主
意，比如在报纸上发个征婚广告等。

小林的这些建议，小吕只当是玩笑话。谁知却被付之行
动了。

光棍节当天，小吕正在上班，小林打来电话。“我帮你征
婚了。”小吕大惑不解。“看我朋友圈。不要太感动哦。”小林
说完笑嘻嘻地挂了电话。

小吕看了下朋友圈，被惊呆了。小林在朋友圈里发了小
吕的单人照和二维码，并发文：“美女一枚，征男友，求脱单，
看上的加微信。”

小吕无言以对，微信小吕：“晚上见面，你死定了。”话虽
如此，小吕还是为有这样的闺蜜而感到温暖。

记者感言：有小林这样的闺蜜，定然快乐而温暖。不过，
若真是通过微信征男友，还得好好把下关，以免被骗。

故事

日前，今年40岁的贾鹏从北京载誉归来，获得
“全国先进保安员”的称号，全省仅4人榜上有名。

从一名最普通的保安，到如今获得国
字号荣誉，贾鹏在这个岗位上兢兢业
业的干了18年。他背后有着
怎样的故事？23日，记
者进行了采访。

全国先进保安是怎样炼成的
记者 赵晓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