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义睦参加道德模范宣讲，传递社会正能量。

青岛真情巴士集团公交驾驶员于义睦———

“十米车厢”传递真情大爱

>>细致服务<<
“五心四点”见真情

　　“您好，欢迎乘坐K1路。”“车辆转
弯，请站稳扶好。”“大娘别急，我停稳
车后您再下车。”……在于义睦的车
厢，这样亲切的问候不时就会传出。
　　于义睦想让乘客感受到自己的真
诚，便始终用对待家人的态度与乘客
交流。碰到上班族，他会说“您好，上
班去啊，祝愿今天工作顺利。”遇到小
朋友，他会嘱咐“小朋友，在车厢内要
坐稳，不能走动啊。”看到老年乘客，他
会说“您慢点，来，我扶您。”……在不
断报站、温馨提示的同时，于义睦还根
据服务对象播报周边环境，如果车内
大部分是外地乘客，他就介绍沿途景
点、商场；如果多数是学生，他便播报
沿途书店、游乐园；如果车内老年乘客
居多，他会提示沿途的公园、集市……
他做到了“上车有问候，进站有预告，
出站、下车、转弯有提醒”。
　　服务无止境，细微见真情。于义
睦将服务技巧总结为“五心四点”。“五
心”是对老年乘客贴心、对外地乘客热
心、对儿童关心、对特需乘客细心、对
挑剔乘客耐心；“四点”是头脑灵一点，
笑容多一点，嘴巴甜一点，动作快一
点。看似简单的几句话，却需要对工
作有持久的热情，对他人有真心的

关怀。

>>乐于助人<<
对待乘客如家人

　　为了在日常生活中帮助更多乘
客，于义睦自费制作了服务卡放在车
内，卡上有他的电话号码，无论乘客在
哪里，只要打一个电话，他都会尽己所
能提供帮助。
　　家住山水新城的薛大爷和老伴常
坐于义睦的车。在了解到两位老人的
孩子在外地工作后，于义睦便经常上门

陪老人们聊天，帮他们换煤气罐、收拾
卫生。一次，他刚下晚班就接到薛大爷
的电话，说家里的马桶堵了，他赶紧开
私家车到老人家，直到半夜才修好。
　　乘客泽远是于义睦的“忘年交”。
泽远上三年级时，K1路刚开通，他常乘
坐于义睦驾驶的K1路上下学。时间久
了，于义睦便留意起这个总是默默坐
在角落的孩子。他了解到泽远跟妈妈
一起生活，在学校没有朋友。泽远的
妈妈因为工作繁忙没有时间为他做午
饭，于义睦便经常带着泽远一起吃午
饭，整整持续了4年。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于义睦为
吵架夫妻劝过架，陪孤寡老人去医院，
给空巢老人装灯泡……从萍水相逢到
亲如家人，他用乐于助人、无私奉献展
现了一位普通公交驾驶员的独特人格
魅力。

>>热心公益<<
一人带动一群人

　　为了带动身边的同事共同提升服
务水平，2012年2月，于义睦发起成立
了“义睦服务”工作室，推广“五心四
点”工作法。
　　2013年起，于义睦带领“义睦服
务”工作室的成员组织开展各类志愿
活动。在他们的带动下，真情巴士的
公交驾驶员们自发成立了21支志愿服
务队，每年有1.2万余人次参与扶危济
困、尊老爱幼、交通疏导、义务献血、环
境保护等社会公益活动，常年帮扶春
蕾儿童、特殊儿童、孤寡老人100余人。
　　大爱质朴，平凡有声。22年来，于
义睦在十米车厢，把温暖带给每一名
市民乘客，用万里车辙谱写了一首首
和谐赞歌。于义睦曾先后荣获“山东
省劳动模范”“2015感动交通年度人
物 ”“全 国 五 一 劳 动 奖 章 ”等 荣 誉 。
2016年，于义睦当选青岛市人大代表；
2020年他被青岛市总工会聘为青岛市
职工赋能首批专家。

  庄 盛 为
高 原 的 孩 子
们辅导功课。

胶南第一高级中学教师庄盛———

在雪域高原践行无悔青春
　　□本报记者 丁一

　　2018年，西海岸新区胶南第一高级
中学教师庄盛踏上了前往西藏日喀则
的援藏之路，到今年7月援藏教学任务
结束，他在雪域高原播撒教育火种整
整4年，藏族学子因为他的坚守而收获
了知识与幸福。
　　初上高原时，人生地不熟，加上严
重的高原反应，使得庄盛面对新的教
学对象和任务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压
力。但抱着“与其苦熬不如苦干”的人
生态度，庄盛与当地的同事一道，风风
火火干教育，风雨无阻教学生。
　　如何与藏族学生建立起信任以及良
好的师生关系，成了摆在庄盛面前的首
要难题。这些从未走出高原的孩子，私
下里活泼好动，课堂上却没有精气神。
怎么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呢？庄盛一点
点地摸索，并逐渐打开了突破口。
  课余时间，庄盛和孩子们学习藏
语，孩子们则和他学汉语和山东话，庄
盛还时常给大家讲一些山东方言的小
笑话，这样“鼓捣一通”后，既把学生们
逗乐，也拉近了师生间的距离。就这
样，课下的“打成一片”，使得课堂气氛
慢慢活跃起来。
　　在和孩子们一天天的相处中，庄

盛和大家的感情越积越深，他逐渐习
惯了呼唤“格桑、达瓦、次仁”，更习惯
了孩子们深情地喊他“庄爸”。
　　在高原度过第一个寒假时，庄盛
萌生了通过手机教藏族学生学数学的
想法，便利用微信群在节假日开展义
务辅导。为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庄盛
鼓励学生把对数学感兴趣的好友拉进
群，不限班级和学校，这样微信群的人
数一下达到269人。庄盛主动和学生私
聊，问有没有不会的数学题，有的话发
到群里。就这样，问问题的人多了起
来，他在群里让学生互相解答，以达到

“比学赶帮超”的效果。整个寒假，庄

盛就像上紧的发条一样，早上7时开始
备课，9时在群里发布讲解视频和学习
任务。学生在群里讨论交流，他也随
时观察动态，跟踪学习情况。
　　疫情期间，庄盛作为学校高三唯
一的援藏数学教师，主动承担起高三
年级理科数学全部的网上教学。为把
网课上好，庄盛早早学习技术，与其他
老师一起研究直播方案，培训受援学
校的老师。第一次直播课，学生们反
响一般，庄盛就在微信群里征求大家
的意见建议，对存在的问题反复斟酌、
修改，直到大家满意为止。
　　“老师，棒棒的！”“你就是我的男

神！”“老师要注意身体啊，我们需要
您！”微信群里的消息不断刷屏。看着
这些动人的信息，庄盛深感欣慰。
　　“教育援藏，最重要的是要把输血
变成造血。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鼓励那些热爱数学的藏族学生报考师
范大学，为西藏数学教育培养后备教
师人才。”庄盛说。
　　毕业典礼上，班长罗布顿珠抱着
庄盛哽咽地说：“老师，是您救了我
们……”旦增欧珠说：“老师，我跟您学
到了很多东西，我发现数学不是那么
无趣！老师，拥抱一下吧！”
　　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年高考，庄盛
所教的班级成绩亮眼——— 他用两年时
间把一个倒数第三的藏族班教成了正
数第一，用一年时间把一个倒数第一
的班级教成了正数第三！
　　一名叫珍吉的女生在收到大学录
取通知书后，辗转200公里把亲手做的
奶渣送到庄盛手中，她的家位于海拔
5000多米、没有一棵树生长的边境上。
庄盛由衷地感慨：“像珍吉一样的藏族
学生已经成长为一棵棵联系汉藏团结
的小树苗，而我们这些援藏教师，必将
前赴后继，用无悔的青春耕耘雪域高
原，用智慧和知识点燃藏族同胞的未
来和希望！”

　 □本报记者 李宛遥 本报见习记者 龚鹏

　　心中有爱，平凡岗位一样可以成就不平凡的人生；勤勉敬业，每一个人都能在岗位上闪闪发光。从业以来，他用“工匠精神”把平
凡的工作做得不平凡——— 22年如一日爱岗敬业，待乘客如家人；推广“五心四点”工作法，用热情细致的服务温暖每一名乘客；成立“义
睦服务”工作室，带动同事提升服务，投身公益……他，就是青岛真情巴士集团K1路公交驾驶员于义睦，他紧握手中的方向盘，一路真
情一路歌，诠释了“人可以平凡，但不能平庸”的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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