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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问海沧隧道中
队里谁对“四桥两隧”的交
通路况最熟悉，那肯定是
苏建民。苏建民从警 23
年来，一直扎根交警一线，
先后在集美大桥中队、翔
安隧道中队、海沧大桥中
队等单位工作过。在同事

眼中，他是“拼命三郎”，哪
里任务重、哪里就有他的
身影。而苏建民总是以

“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
里搬”的工作态度，迅速投
入工作，用不知疲倦的脚
步，护桥守隧。

四世同堂的蔡丽清一家曾被评为我市文明
家庭，左邻右舍提起这一家都交口称赞。本报此
次家访，就走进这个家中。家访这天恰逢重阳
节，来到蔡丽清家中时，外孙女胡书晗正在用新
买的儿童迷你小厨具煎蛋。“我给你吹凉些，你慢
点吃。”胡书晗将煎好的鸡蛋递给祖奶奶吴桂芬，
又分给外婆蔡丽清。吴桂芬和蔡丽清开心地接
过煎蛋，直夸胡书晗很懂事。曾几何时，吴桂芬
和蔡丽清也是这样孝敬他们的长辈，文明家风就
这样一代代延续着。

尊老敬老的理念，已经融入蔡丽清一家的生
活细节中。“当年我嫁给老公，就是因为第一次去

他家，发现他们全家人在生活中都很有礼貌，那
一刻我就认定他了。”蔡丽清回忆起当年的事
情，和记者娓娓道来。

吴桂芬是群惠小学的语文老师，有不少长辈
和亲戚住在鼓浪屿。每到周末，吴桂芬都会买上一
些家人爱吃的蜜饯果品，带着许志锋和蔡丽清夫妻
俩一起去鼓浪屿探望长辈，陪伴着长辈话家常，耐
心地分享一周来在工作中、生活中的趣事。

蔡丽清说：“这些在外人看来的‘琐事’，其实
对于老人来说是最好的‘精神食粮’，他们更多需
要的就是这种陪伴，这也让他们夫妻俩懂得如何
尊老敬老。”

吴桂芬的婆婆87岁时由于疾病瘫痪在床，
家庭经济不宽裕，请不起保姆，吴桂芬就挑起照
顾婆婆的重任。“那时候还没有纸尿裤，都是用老
旧的衣服每天垫着，然后晚上再换下来用手清洗
干净，对待婆婆，我尽到儿媳的责任。”吴桂芬
说，如今她也到了需要人照顾的年纪，她的两个
女儿一个在国外，一个工作繁忙，儿媳蔡丽清对
她日常生活起居照顾得无微不至，天天给她做饭
洗衣，带她下楼遛弯，一点没让她受到委屈。

“我这个儿媳妇，是真的好！”在家访过程中，
这句话被吴桂芬连说了三遍。数十年来，吴桂芬
和蔡丽清这对婆媳从未红过脸、吵过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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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

尊老敬老、爱老助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本报记者走进获评厦门
市第二届文明家庭的蔡丽清家庭中，近距离感受这一家人将尊老敬老的传
统一代代传承下去、让家庭更加和睦幸福的良好家风。

●出镜家庭
蔡丽清，54 岁，退

休；婆婆吴桂芬，87 岁，
群惠小学退休语文老
师；丈夫许志锋，57 岁，
电池厂机修人员；女儿
许嘉昕，30岁，江浦南里
幼儿园老师；女婿胡鸿
彬，30岁，保险公司工作
人员；外孙女胡书晗，4
岁，幼儿园小班
●住址

康乐新村二期
●心愿

希望全家人身体健
康，一起迎接新生命的
诞生

“1日全家人去了东坪山，2日又
去了翔安的香山，4日计划带着婆婆去
同安环东海域吹吹海风，体验露营。”
蔡丽清说，她除了照顾老人，也是家中
的“组织委员”，每个周末和节假日，她
都会和女儿一同计划全家出游。

“平时工作都忙，很难聚到一块，
趁着周末时间，我会和爱人买些好吃
好喝的，开车回到大嶝我妈妈家里，给
他们做顿好吃的。”蔡丽清告诉记者，
每次回大嶝，丈夫许志锋从进家门那
一刻就没有闲着，操持着一家老小二
十几口人的伙食，常常是把全家人喂
饱后，他自己却累瘫在椅子上。“‘牺
牲’我一个，换来全家人吃开心点，也
是值得的。”许志锋接过话茬，他告诉
记者，妻子蔡丽清退休后，把全部的精
力都花在照顾他和母亲身上，他也希
望通过每周的家庭聚会，来回报蔡丽
清的付出。

“到了我这个年纪，就是希望看着
一家人健康、快乐，我就很知足了。”

蔡丽清说，她年轻时曾因工作繁忙，有
次回家时，发现两岁的女儿许嘉昕都
不认识她了，通过这事她意识到应该
多花点时间在家人身上。

采访过程中，许嘉昕全程保持着
笑容，她说：“笑容是一个家庭里最好
的调节剂。”她平时除了照顾女儿，还
准备迎接自己第二个宝宝的诞生。

“婆婆平时对我非常好，有次煮鸡
汤，婆婆知道我不喜欢喝太油的，但又
不想把浮在表面的那层鸡油浪费，就
默默地把油撇到我老公的碗里，而我
的碗里的汤非常清澈，里面还盛满了
最好部位的鸡肉。”许嘉昕说老公当
时刚尝了一口碗里的汤，还问为什么
今天的汤这么油。

“家人对我们的好，我们一定要学
会感恩、回馈。”许嘉昕从小就给女儿
灌输要孝敬家里长辈的理念，如今4
岁的女儿胡书晗每次和家中长辈一起
吃饭时，都会主动让老人先动筷子，还
会用小手牵着老人慢慢前行。

10多年前，身为儿媳的蔡丽清就
主动提出，公婆年事已高，要换大点的
房子把公婆接来一起住。后来，蔡丽
清和丈夫许志锋买了公婆家楼上的房
子，把家搬了过去。

多年来，蔡丽清的婆婆吴桂芬担
任小区的楼长，协助社区维护邻里
关系，服务社区居民。遇到楼栋要
加装电梯，居民意见不一，吴桂芬挨
家挨户上门做思想工作，还把楼里
居民都请到家里协商，最终电梯得
以顺利加装。

遇到下雨，吴桂芬担心楼道进水
影响电梯运行安全，还一层层去关窗

户，甚至楼道里有个烟头、垃圾，她都
要管一管。吴桂芬因为年事已高，卸
任楼长后，蔡丽清接班担任楼长。

受到婆婆影响，蔡丽清和丈夫许
志锋都热心公益事业，2020年初发生
疫情时，她和丈夫，以及回娘家的女儿
都参加社区的防疫志愿者队伍，女婿
则在家煮饭、带娃，一家人齐心协力为
抗击疫情奉献力量。

蔡丽清的女儿许嘉昕是幼儿园老
师，在耳濡目染下，对家中长辈十分孝
顺，每逢节假日都会回娘家看望父母，
带着长辈们出门走走看看，共享天伦
之乐。

尊老敬老融入生活细节

热心社区服务 热心公益事业

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家人

四世同堂家庭的幸福密码

蔡丽清蔡丽清（（左二左二））向记者讲述全家敬老爱老的故事向记者讲述全家敬老爱老的故事。（。（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卢剑豪卢剑豪 摄摄））

这个国庆假期，林盈茂和他的
同事都没有休息。他们首要任务
就是保障 9月 30 日正式开业的

“厦门海上世界”周边交通安全顺
畅。“厦门海上世界”临近东渡路，
该处是连接思明、湖里的关键要道
和厦门岛西端进出岛的重要枢纽，
日常交通已接近饱和，“厦门海上
世界”开业将进一步加大交通压
力。林盈茂预测此处将成为辖区
第一“易堵点”。

为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林盈
茂提前两个多月带领中队扎在

“厦门海上
世界 ”，找
出 32 处 容
易造成拥堵
的 点 位 ，逐

个确定疏导方案。有朋友称，那
段时间林盈茂霸占了“微信步数”
榜首。背后是林盈茂每日顶着烈
日、用双脚“勾勒”疏导路线，日复
一日汗流浃背，有时一天要连换
三次衣服。林盈茂在确定疏导路
线后，结合科学安排警力、研究上
勤维序方案，终于确保交通疏导
预案顺利实施。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林盈茂
的提早准备部署下，节日期间“厦
门海上世界”周边交通运行正常。
开业前日，商场周边送货、场地布
置的货车增加，林盈茂带领队员从
上午7：30到现场维持交通秩序直
至深夜，隔天商城开业，他一整天
盯在现场，最终，为这场“交通大
考”交上了满意答卷。

林盈茂平时很爱笑，他总是把
温暖的笑容挂在脸上，因此辖区群
众见到他，都愿意信赖他与他交
流。这几年，他和中队同事坚持

“管好一方交通，温暖一片群众”，
为民服务的好人好事做了一件又
一件。据不完全统计，去年一年，
他们中队就帮群众换轮胎39次、
送回走失人口13人、为失主寻回
失物49件次。

去年12月15日，林盈茂在湖
里大道华昌路口进行晚高峰执勤
时发现一名5岁男孩在路口徘徊，

此时高峰时段车流量大，为避免男
童发生危险，林盈茂立即上前将男
孩带至路边安全地带。孩子可能
被吓到了，说话吞吞吐吐，一开始
不肯说，林盈茂耐心安抚男童情
绪，与他慢慢拉近距离。等孩子信
任了眼前的大叔叔，终于报出家人
电话。林盈茂立即联系男孩家
人。15分钟后，一对夫妻急匆匆
赶到现场，林盈茂在核实确认身份
信息后，将男孩交到他的家人手
中。看到男孩安然无恙，父母连连
向林盈茂表示感谢。

辖区内的工作远不只这一
块内容，林盈茂同时还要兼顾全
队工作任务。湖里中队辖区是

连接海沧大桥、杏林大桥的重
要交通节点，平日里
早 晚 高 峰 车 流 大 。
作为中队领导，林
盈茂在确保辖区
交 通 安 全 的 同
时，科学安排岗

点警力，合理利用有
限的警力。他除了自己在一线
站岗，也会用视频巡查、巡逻查
岗等方式对岗点参战警力进行

督导、指导，时刻严格要求队员
按照规定开展工作。

倡导文明交通不能靠“埋头
干”，做好群众宣传工作也至关重
要。林盈茂常带队到学校做交通
安全讲座、到路口发放交通安全宣
传材料、到社区走访谈话等等，用
多种形式开展交通安全宣传。今
年以来，他和同事们开展交通安全
宣传进“两客一危”重点企业180
家，学校80次，驾校40家，开展各
类交通文明宣讲64场。国庆期
间，林盈茂充分运用路口的喊话系
统，加强安全宣传。

疏堵下苦功平安汗水换

林盈茂脸上常挂温暖的笑
容，大家都愿意与他亲近。面对
群众他笑脸相迎，面对工作时，他
则是严肃对待，迎难而上、主动作

为，把责任扛在肩上、把人民记在
心中，长期坚守交管工作一线，为
提升辖区群众出行安全做出贡
献。

科学用好警 文明入人心

为民服务周到 温暖又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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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4月2日晚，在杏
林大桥工作的苏建民巡逻
发现一名中年男子与一名
小男孩在大桥进岛方向的
观景平台上逗留，十分危
险，他立即上前了解情
况。原来，男孩当天独自
从漳浦乘车来厦门杏林找
妈妈，结果迷路了，幸而遇
到热心男子帮其寻找妈
妈。但两人误上杏林大
桥，面对来往的大型车辆
正发愁往哪走。

了解情况后，苏建民
将两人带离桥面，安顿到安
全的地方，然后想办法让男
孩没插卡的手机连接上手
机网络热点，最终男孩通过

微信语音联系上母亲陈
某霞。随后，苏建民将
男孩顺利送到其母亲
身边。看着他们母
子团聚开心拥抱，
苏建民真心地为他
们感到高兴。

多年工作中，
性格谦逊、温顺的苏建民
在岗位上做了不少好人好
事。帮群众换轮胎、将迷
路上桥的自行车骑手或醉
酒行人安全护送到安全地
带、劝导大桥上欲轻生人
员等等。作为一个老党
员，苏建民身上透着一股
甘为“孺子牛”、积极热情
为民服务的亲切劲儿。

为群众服务的“孺子牛”

作为基层中队领导，
不仅要管理好队伍，还要
身先士卒做好表率。在日
常隧道交通安全管理方
面，苏建民积极作为、任劳
任怨，他带领全中队同事
对各类严重交通违法行
为，严查严处，确保隧道内
行车安全。

每个月苏建民的执法
成效在中队里都是名列前
茅，夜晚或凌晨的查处酒
驾专项行动任务中，也总
能看到他带队奋战的身
影。在海沧隧道这条进出
岛的咽喉要道上，苏建民
任劳任怨的“老黄牛”形
象，深入人心。

任劳任怨的“老黄牛”

去年海沧隧道开通
后，苏建民又被委以重任，
负责组建海沧隧道中队。
要知道管理隧道交通和管
理其他路面交通有很大的
不同，需要交警对隧道交通
流有更全面的认知、对隧道
行车风险有更深刻的了解。

苏建民迎难而上，为
了快速熟悉隧道的路况特

点，他和同事们在还未开
通的隧道里转了一个多星
期。设计又推翻、修改再
修改，依靠反复现场勘察、
勇于思路创新的“拓荒牛”
精神，很快建立起了隧道
交通安全管理的工作机
制，并在短短时间内把一
支全新的队伍带成外塑形
象、内强素质的优良团队。

迎难而上的“拓荒牛”

喜迎二十大
忠诚保平安

这抹警色
让人安心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传承
榜样精神，汇聚榜样力量。10月6
日，本报推出“喜迎二十大，忠诚保平
安——交警先进人物系列报道”，并
向大家介绍了两位一线交警的先进
事迹。今天，我们将继续走近两名优
秀一线交警，他们在日常工作中践行
初心使命、恪守职责担当，展现了新
时代、新征程中交通管理工作者的担
当与作为。

本组文/图 本报记者 柯恺筠
通讯员 夏娇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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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薛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