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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于文博

保安守卫着大家的安全，让大家在家里睡
得舒心，外出工作放心。大部分保安是男性，
但也有一些女性。3月7日，记者采访了她们中
的一位：闫凤月。

在源汇区干河陈乡姬崔村村口，记者见到
了正在值班的闫凤月。她身着迷彩服，坐在保
安室内，认真观察来往的行人和车辆，一看到
陌生车辆，就会对司机进行询问。

闫凤月告诉记者，她还要到村里巡逻，以
保证村里安全。

闫凤月今年46岁，是姬崔村的村民。作为
保安，她已经干了一年多。

闫凤月说话干脆利落，和人
聊天不时发出爽
朗的笑声。在姬

崔村保安队，她是唯一的女队员。她说，她并
没有觉得自己和男队员有何不同。

按照规定，队员是按周轮班，一周白班，
一周夜班。白班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 7点到晚
上7点。夜班的工作时间是从晚上7点到早上7
点。两人一组，每隔一段时间还要进村巡逻。

闫凤月告诉记者，值白班时，要在村子里
巡逻六遍，夜班则要巡逻三四遍。

“晚上巡逻，基本上是两三个人一组，逢
年过节要多巡逻几次。”闫凤月说。

记者问她晚上巡逻是否害怕，她
说：“我胆子大，没啥可怕的，晚上还
有路灯。”

“夜班的时候，有时候会遇到一些
喝醉酒的人胡搅蛮缠。”闫凤
月 说 ， 每 次 遇 到 这 样 的 情
况，她就会对醉酒的人进行
劝告。不听劝告的话，她就
会通过对讲机，请同事帮忙
解决。

上白班的时候，闫凤月
在中午有半个小时的吃饭时

间。这个时候，她会一路小跑回家吃饭，再一
路小跑返回岗位。

“这个工作虽然辛苦，但是在家门口，我
心里挺踏实的。”闫凤月说，对于生活，她感
觉很充实。

今天是“三八”妇女节。
她们貌美如花，她们又赚钱养家。她们温柔如水，她们又巾帼不让须眉。她们很普通，在平凡的岗位上，用双手实现着自

己的价值，赢得了社会的尊重。3月7日，记者走近四位工作在平凡岗位上的女性，为读者讲述她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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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吴艳敏

在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特勤二大队在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特勤二大队，，
有一位性格刚强的女人有一位性格刚强的女人。。她跟男特警一她跟男特警一
样样，，拼杀在一线拼杀在一线，，是警营一道靓丽风是警营一道靓丽风
景景。。她就是一级警司郭昕萍她就是一级警司郭昕萍。。

19961996年年，，高中毕业的郭昕萍成了一高中毕业的郭昕萍成了一
名光荣的公安边防警察名光荣的公安边防警察。。

““公安边防部队工作在祖国边陲公安边防部队工作在祖国边陲。。当当
时时，，我被分配到一个边防检查站我被分配到一个边防检查站。。那里那里
是中国的是中国的‘‘极西极西’，’，是太阳落山最晚的地是太阳落山最晚的地
方方。。因为从小就喜欢警察因为从小就喜欢警察，，当时也没想当时也没想
那么多那么多。”。”郭昕萍说郭昕萍说。。

2011年，郭昕萍转业，进入市公安

局特警支队。“到了新环境，我必须往前
冲。只有这样，才对得起这身警服。”郭
昕萍告诉记者。

“到了特警支队之后，我觉得更能发
挥我的一技之长：射击和体能是我的强
项。我热爱公安工作，为之感到骄傲。”
郭昕萍对记者说。

郭昕萍不仅是一名女特警，还是一
名军嫂。

教育孩子、照顾父母，全在郭昕萍
一个人身上。可她，从不说自己苦。

“他（丈夫）在新疆部队工作。为了
让他好好工作，我就把婆婆从山西老家
接到漯河照顾。因为平时工作忙，我常

把孩子交给父母照看。”郭昕萍说。
一提到孩子和父母，郭昕萍说：“感

觉挺内疚的，特别是孩子，陪伴他的时
间太少了，尽管他们理解我、支持我的
工作。”

郭昕萍说：“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
我会努力做到最好，对得起这枚神圣的
警徽，永远不把困难当借口。”

20 年来，郭昕萍一心扑在工作上，
付出了很多，牺牲了很多。“在我们局
里，还有很多女民警也和我一样，都是
舍小家、为大家。只有这样，才能保一
方平安。”郭昕萍笑呵呵地说，“我们都
是最美的女人！”

郭昕萍：不找借口努力做好

□文/图 本报记者 吴艳敏

在饭店后厨，男厨师较多，但也有
一些女厨师，她们多是面点师。周桂萍
就是其中之一。

在泰山路一家饭店，记者见到了周
桂萍，她正在烙单馍。“这些面是我早上
和好的。每天一到饭店，就先洗手，然
后拿出盆，放面粉、倒水。和面要做到

‘三光’，即盆光、手光、面光。这样和
出来的面才好吃。”周桂萍说，“能让顾

客吃出家的味道。”
“除了烙单馍，还要准备一些手擀

面、包子等面食。”周桂萍说。
周桂萍今年 52岁，每天的工作是烙

单馍、包饺子、擀面条、烙饼以及做各
种糕点。周桂萍说：“赶上餐厅生意好，
一天要烙200多个单馍。”

周桂萍告诉记者：“年轻的时候就会
做一些面点，烙个单馍、油馍，擀个面
条，包个包子、饺子。在家闲着也是闲
着，还不如出门找个活干干，就到饭店

后厨当了个面点师，也让顾客们尝尝我
的手艺。”

“刚开始，最害怕的是和面条面：面
团必须硬一些，和起来非常费劲儿。在
面案上揉了没几下就满头大汗了。特别
是夏天，后厨更热。”周桂萍说。

周桂萍说：“别看我会做这些，但平
时俺家里人很少吃到我做的手擀面：工
作忙，从早上9点干到晚上9点。”

周桂萍说，虽然辛苦，但是家里人
理解她。而她也非常喜欢这个工作。

周桂萍：让顾客吃出家的味道

□文/图 本报记者 于文博

女人能顶半边天。
很多女性用她们的智慧、勤劳，

承担起家庭的重担。48岁的刘桂霞就
是其中之一。

3月7日，天气阴沉，有着浓重的
凉意。在黄山路南段，记者见到了刘
桂霞，她站在摊位前，正在卖早点。
边做早点边和顾客说话，刘桂霞已经
习惯了。偶尔，趁着没有顾客的间
隙，她会数一数钱盒中的钱，打扫一
下卫生。

刘桂霞告诉记者，她摆摊十几年

了。每天早上5点左右起床、6点多出
摊，忙到上午 10点多。随后，她到菜
市场购买出摊要用的食材。下午 4点
左右，她就要出下午摊了。晚上 7点
多，她才结束一天的工作。

刘桂霞今年 48 岁。从 30 岁多岁
起，她就开始出摊卖小吃，和丈夫一
起支撑起家。不管是工作日和节假
日，她都会准时出摊。刘桂霞告诉记
者，这些炊具，已经陪伴她很多年
了，是她贴心的朋友。

“这活说辛苦也挺辛苦的，但是做
习惯了，也就不觉得了。”对于自己的
工作，刘桂霞说，一开始，摆摊卖饭

是为了挣钱补贴家用。时间长了，她
在摆摊的过程中，找到了不少乐趣，
和不少顾客成了朋友。许多老顾客，
每天都到她这里吃饭。

两年前，孩子大学毕业，参加了
工作，刘桂霞不必再为生计忙碌，但
她依然坚持每天出摊，从不间断。

刘桂霞告诉记者，每天出摊，虽
然辛苦，但心里很充实。小摊不大，
却是她坚持了十几年的事业，她要一
直坚持到干不动为止。

“一家三口人，都有自己的事情
做，我觉得特别好。”刘桂霞说，对于
现在的生活，她很满足。

刘桂霞：出摊辛苦心里充实

闫凤月：家门口工作挺好的

闫凤月闫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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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桂萍周桂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