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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保安闯出大名堂暖 心

暖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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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成学生不认识蜡烛
情理之中的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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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杭 州 一 所 公 办 小 学 的 科 学 实 验 课

上，任课教师给班里每个小组发了一根白

蜡烛，让学生把蜡烛放在水里，观察蜡烛的

浮沉。实验做到一半，有个学生跑到老师身

边问：“老师，这个是什么？”后来，在给另一

个班上课时，任课教师专门统计全班学生

有多少人认识白蜡烛，结果有 95%的学生

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以前上课也会用到蜡烛，所以一直理

所当然地认为学生都认识。直到那个学生

偷偷来问，我才意识到这是个问题。”任课

教师的反应，代表了很多成年人的心声。

九成学生不认识蜡烛，看到这样的调

查结果，大概不少有点年纪的成年人都会

感到诧异。毕竟，在电力供应不足的年代，停

电伴随着很多人的成长记忆。蜡烛是家家必

备的照明工具。在一个个漆黑的夜晚，是蜡

烛给人们带来光明与温暖。电灯突然熄灭的

那一刻，只要家里还存有一支蜡烛，心里就

不会慌张，生活节奏也不至于被打断。

然而，时代在发展，不知不觉地，停电

的日子越来越少了。对于很多城市家庭来

说，一年到头都难得有几次夜间停电的经

历。蜡烛也不再是家庭备用的照明工具。事

实上，现在要到商店里买一支照明用的白蜡

烛，恐怕已经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非要应对

突发停电情况，家里准备一支手电筒就是，而

手机、平板电脑等充当临时照明的电子产

品更是比比皆是。小学生从没见过白蜡烛，

虽然让人感到些许意外，却在情理之中。

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常识的概念也时

刻处于变化之中。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

方式，一代人也有对生活常识的不同理解。

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中国人的生活常识不

知道发生了多少迭代。现如今，蜡烛与其说

是照明用具，不如说是美化生活的工艺品。

当代小学生对蜡烛的认知，大概主要是插

在生日蛋糕上那种细细长长的彩色蜡烛，

照明用的白蜡烛跟蛋糕蜡烛在形态上完全

不同，难怪多数小学生都不认识。

这些天，一台名为“时光博物馆”的展

览在全国各地巡展。跟许多博物馆展览不

同，时光博物馆的展览品并非奇珍异宝，而

是过去 40 年间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寻常物

件。尽管以历史的维度而言，40 年不算太

长久的时间，但中国人衣食住行生活方式

的变迁如此迅捷，以至于很多事物都有了

年代感，都构成了人们的历史记忆。公交月

票、磁带、红白机⋯⋯这些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的生活常见物品，都会让现在的小学生

感到陌生。

因此，小学生不认识白蜡烛，没什么好

大惊小怪的，更不必为此忧心忡忡。归根结

底，白蜡烛已经退出日常社会生活，自然也

不 再 是 生 活 常 识 。其 实 ，青 少 年 了 解 新 事

物、掌握新的生活知识的能力，往往比上一

代人要强得多。现在不是都在说，小学生都

开始学习计算机编程技术了么？成年人非

但不能以“一代不如一代”的心态看待青少

年，还要随时反省自己有没有跟上时代。

值得反思的是，由于教材更新缓慢、教

学方法陈旧，很多面向这一代学生的教学

场景，确实会让孩子们感到隔阂与困惑。不

单单是白蜡烛，像在相关报道中列举的一

样：现在空气开关和电子式电能表已经普

及，教材中依然是闸刀开关和机械式电能

表；讲到大气压还以农村的抽水井为例；医

院挂点滴的瓶子也从玻璃瓶改成了软塑料

袋⋯⋯教学场景保留着学生难以接触的旧

事物，加大了学习的理解难度，有悖于实践

性教学的初衷。

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 1970

年出版的《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

问题的研究》中写道，即使在不久以前，老

一代仍然可以毫无愧色地训斥年轻一代：

“你应该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我曾年轻过，

而你却未老过。”但是，现在的年轻一代却

能 够 理 直 气 壮 地 回 答 ：“ 在 此 刻 这 个 世 界

上，我是年轻的，而你却从未年轻过，并且

永远不可能再年轻。”在后喻文化时代，老

一代人很难凭借有限的生活经验而站到知

识的制高点。

当然，生活常识、生活方式时刻在变，

对生活的热情，对实践出真知的追求，却具

备永恒的价值。不熟悉、不了解白蜡烛固然

没什么可惜的，但还有很多常识，因为城市

孩子生活阅历的局限而未得到普及。比如，

很多小学生天天吃着白米饭却没有亲眼见

过稻田，不知道青菜叶是怎么形成交错镶

嵌结构的。年轻一代对新事物的敏锐感固

然值得嘉许，但也要补齐生活阅历的短板，

加强自己的动手能力。

90 后老师为全校学生买棉鞋

湖 北 省 丹

江 口 市 大 沟 林

区 九 年 一 贯 制

学 校 的 青 年 教

师 杨 耀 翔 ， 攒

了 一 年 多 的 工

资，为全校 62

名学生每人买了一双崭新的皮棉鞋。

今年 26 岁的杨耀翔家住丹江口市城

区，父母下岗后做点小生意，家境并不富

裕 。 2017 年 ， 他 从 汉 江 师 范 学 院 中 文 系

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上湖北省新机制教

师，原本可以分配到城区附近的学校，但

他 主 动 要 求 到 偏 远 且 交 通 不 便 的 这 所 学

校，全校 90%的学生是留守儿童。

上班不久，杨耀翔就发现班上不少学

生穿得很破旧，冬天还穿着单鞋，有的甚

至鞋子破了，脚趾头露在外面，脚上长了

冻 疮 。 杨 耀 翔 的 月 工 资 只 有 2400 元 左

右，为了攒钱，他把自己的花销控制到最

低。好在父母很支持他，家里不需要他给

钱，到今年 11 月，他攒下 1 万多元。

之后，他利用空闲时间，统计学生们

的鞋码尺寸，又在网购平台反复浏览、比

较鞋子的质量、款式等，最后订购了 70

双质量较好的皮棉鞋，加上运费，共花费

1.1 万元。考虑到可能有学生的鞋子尺码

不合适，他专门多买了 8 双鞋备用。

“我长这么大，都没穿过这么好的鞋

子。我一定要好好学习，用优异的成绩回

报老师和父母，做一个像杨老师那样有爱

心的人。”六年级学生王文俊说。

师 者 ， 传 道 授 业 解 惑 ， 杨 耀 翔 做 到

了。

摄影师为 60 对农民工拍婚纱照

不 久 前 ，

60 对农民工夫

妻 在 湖 南 长 沙

拍 了 人 生 第 一

张 婚 纱 照 。对

于 他 们 中 的 大

多 数 ，这 样 的

机会也许今生仅此一次。相机的背后是年

轻女摄影师罗娴，她和她的团队把影棚搭

进了机器轰鸣的建筑工地。

今年 6 月，罗娴装修工作室，装修队里

有个特别瘦的小伙子，“他和我聊天时说，

对他而言，花钱拍婚纱照是一种奢望。当时

我就觉得，除去为生计奔波，这个群体对情

感的需求和所有的同龄人一样强烈”。

罗 娴 渐 渐 发 现 ， 不 仅 是 年 轻 的 农 民

工，即便是年长者，对于爱情的渴望也根

植 心 底 。“ 他 们 操 劳 一 辈 子 大 多 是 为 儿

女，很少关注自己的情感需求。年轻的时

候没有经济能力，年纪大了更不好意思走

进影楼。对于很多农民工夫妻而言，不仅

没有婚纱照，连一张像样的合影都没有，

他们对此充满期待”。

经过一系列筹备，罗娴最终选择了一

处建筑工地。40 平方米的摄影棚临时搭建

在工地的项目部旁边，脚手架当梁作柱，外

面覆盖彩条布遮光挡风，人在摄影棚内能

清晰地听见外面搅拌车和塔吊的轰鸣声。

但那有什么关系呢，这些夫妻充满爱

意的对视，胜过无数服装、化妆和道具。

医学生带动 400 多人献血

李 瑞 是

天 津 医 科 大

学 临 床 医 学

院 的 一 名 大

学 生 ， 今 年

23 岁 ， 刚 刚

验 完 血 的

她 ， 准 备 第

29 次献血。她不光是献血者，还是一名

无偿献血的推动者，已经有 400 多名同学

在她的影响下加入了无偿献血的队伍。

第一次接触献血是两年前，“我其实早

就 跃 跃 欲 试 ，只 是 心 里 实 在 害 怕 ，一 是 怕

疼，二就是听说献血会发胖。”李瑞说。2016

年 11 月底，李瑞鼓起勇气和同学们一起坐

上车到血液中心献血，路上，工作人员详细

给大家讲解了捐献成分血是怎么一回事，

让她消除了恐惧和误解。第一次献血后，她

很快就收到了自己的血液已经用于临床的

短信，当时别提多高兴了。

从 那 以 后 ， 李 瑞 重 新 认 识 了 无 偿 献

血，而且通过自己多次献血证明，献血并

不会影响身体健康，也不会发胖。于是，

她开始积极地推动无偿献血，建立了一个

名为“天使们~”的献血群，由开始的十

几人，很快发展到 70 多人，现在已经 400

多人了，群里的同学积极参加献血，少则

几次，多则十几次二十几次。

李瑞今年大四了，马上就要进入医院

实 习 。 她 说 ， 人 们 也 许 因 为 癌 症 无 法 医

治，但不能因为无血可用而失去生命。

医者仁心，李瑞学到了作为医生最重

要的东西。

穿着便衣，朱良玉和往常一样，在北京

某商场广场南门附近执勤。一个 40 岁左右

的中年妇女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名妇女虽

然在逛街，但手里总拿着个大围脖，压根儿

不看货物一眼，眼神只瞄着人。

从一楼到二楼，再到三楼、四楼，最终

又折回一楼，这名妇女反复走了好几趟，最

后到三楼的羊毛衫柜台停住。面对着年轻

女顾客，她用围脖挡住手，没几秒钟，她肩

膀猛然向上一抖。

“小偷得手了！”朱良玉判断。他上前一

把抓住妇女的肩膀，对方却转过身朝朱良

玉脸上吐了口唾沫，“你神经病，我才不是

小偷，我是你们的上帝！”朱良玉连拽带拖，

好不容易将她带到保卫部，没发现失主的

钱包，朱良玉只好向她赔礼道歉。

感觉憋屈的朱良玉没死心，他跑到监

控室来来回回地查看录像。原来，女贼也讲

究配合，拿到钱包后，她第一时间将它甩在

地上，被接应的同伙顺势捡走。朱良玉的轴

劲儿上来了，他留心了半个月，终于等到这

名妇女重施故伎，赶忙带人抓了个正着，把

她和 3 个同伙一起送上警车。

但凡遇上朱良玉巡逻，辖区里的不法

商贩掉头就跑。因为长得黑，他们还给他起

了个外号——“黑猫警长”。干保安的 25 年

里，朱良玉带队抓获各类犯罪嫌疑人 624
人 ，破 获 盗 窃 案 160 多 起 ，扑 灭 火 灾 10 余

起，挽回经济损失 500 多万元。

从普通的基层小保安开始，当班长、分

队长、中队长、大队长，朱良玉目前担任北

京 市 保 安 服 务 总 公 司 海 淀 分 公 司 副 总 经

理，也是保安行业里唯一的全国劳动模范。

他还是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曾向

人大提交了多项涉及农民工和保安问题的

建议，发表了 10 多篇调研的文章⋯⋯因为

把 这 份 不 容 易 被 理 解 的 工 作 干 出 了 大 名

堂，他被称为中国“最牛”保安。

“ 战 争 年 代 靠 解 放 军 ，和 平 年 代 靠 警

察，日常生活就得靠保安。”在朱良玉看来，

涉及安保的很多问题，如果在发生前期不

及时处理，就会造成大麻烦，他对自己有个

要求——做辖区第一个发现问题的人。

来北京之前，他对保安的职业没什么

概念。高考落榜后，他铆足劲儿创业，在山

东老家干养殖，本以为能搭上时代的顺风

车成为万元户，结果遇上一场大暴雨，淋跑

了鱼，淋死了鸡，也浇灭了他的创业梦。要

账的人隔三差五找上门来，朱良玉卖了家

里唯一值钱的牛，攥着 300 元开始北漂。

他原本以为，这工作戴大檐帽、穿笔挺

的制服，应该和警察差不多，挺有威严。没

想到上班第一天，他照着流程给小区居民

敬礼，请他们出示证件，一名女同志直接嚷

嚷“甭理他，我们进去，这就是看门狗”。

朱良玉蒙了，差点儿冲上去和他们比

试，但想起公司“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工

作方针，只好忍下来。事后，他拿到了自己

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奖状，是保安公司颁发

的“委屈奖”——风格高尚奖。那段时间，他

感觉这份工作实在不好干。

转折点发生在一天夜里 12 点多，他一

个人从执勤单位踱回宿舍。天气格外冷，路

上也几乎看不见人，进了巷子，他总觉得背

后 有 人 跟 着 ，后 来 发 现 是 位 30 多 岁 的 大

姐 。对 方 态 度 诚 恳 地 说 ，自 己 是 附 近 的 工

人，下夜班回家，走这段路总觉得心里慌。

看朱良玉穿一身保安制服，跟着他才觉得

踏实。

“我也不是一个只会遭人白眼的保安

嘛。”朱良玉想，这份工作并不是时刻处在

阴暗的角落里无人问津，小保安也能带给

很多人极大的安全感，换一种“高大上”的

理解，保安也是社会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

分子。

朱良玉曾在北京海淀区翠微大厦带队

执勤。因为地形复杂，这里还一度被定义为

“最令人头疼”的安保区域。那时候，商场刚

开业，一帮专吃“开业饭”的盗贼经常光顾，

一天遇到四五起盗窃案都是常事儿。为此，

朱良玉时刻紧绷着神经，从发现问题到等

待下手，常常一盯就是两三个小时。

重大案件的破获总有他的身影。一次，

翠微大厦某间财务室被盗走 20 万元现金，

惊扰了附近的居民，也惊动了警察。海淀公

安分局成立专案组前来逐个排查。大厦人

流密集，人员流动频繁，他们只能看监控录

像。监控放到凌晨的一个画面，一名男子抱

着纸箱走出财务室，协助办案的朱良玉一

下喊出了该男子的名字。原来，这是个最近

常来翠微大厦蹓跶的无业青年，每天雷打

不动巡逻的朱良玉对此人再熟悉不过。

有了朱良玉带队，翠微大厦附近的治

安状况让人踏实。有记者来试探，暗地里以

消费者身份故意在商场里丢了 3 次包，可

每次还没走远，就被保安队员追上来提醒。

一篇名为《在翠微大厦想丢东西都难》的报

道由此而生。

抓贼看起来风光，但实际上危险重重。

朱良玉的腿上有道长长的伤疤，是跟小偷

搏斗时被刀刺伤的。他断了不法分子的财

路，就有人“不让他好过”。朱良玉被人在路

上堵过，家门被铁丝和木棍团团塞住，窗户

还被人用砖头砸出个大窟窿。

朱良玉管理过小区、商场的安保工作，

也曾为一些公司的安保工作服务过。他觉

得保安工作“说大也大，说小也小”。对于一

些公司来说，访客第一个接触的是保安，离

开时最后一个告别的还是保安。“这就是单

位的第一张名片，我必须得干好”。

在平日，保安需要耐得住寂寞，按部就

班站好岗，大部分时间比较枯燥；但一遇见

突发险情就是十万火急。“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晚上来电话”。

辖区突然起火的情况他没少遇见过。

一次，附近的地下室失火，下了班的朱良玉

立刻赶回现场，看见浓烟弥漫的地下室，他

二话没说，拎着 2 个灭火器钻进了浓烟。那

次 ，他 用 掉 7 个 灭 火 器 ，身 上 被 灼 伤 好 几

处。

作为保安管理干部，朱良玉这些年更

重要的任务，是带着队员参与上级交办的

党和国家重大活动安保工作——哪怕更多

是在局部区域和外围区域服务。他和战友

们完成了“复兴之路”、“红军长征展”、2007
年 国 庆 天 安 门 广 场 升 旗 、北 京 奥 运 会 等

1000 余次重大活动的安全保卫任务，每次

都安全完成。

普遍来说，保安工作门槛不高，学到的

技能也相对有限。“打铁还需自身硬”，他硬

着头皮迈进学校学习。值班的空当，他拿出

书 来 读 。他 还 买 了 随 身 听 ，在 路 上 边 听 边

学。从经济学到行政法，朱良玉一一攻克，

他先后考取专科、本科、研究生学历。

他总认为，年轻人跟着自己当几年保

安，如果没出息，那自己就是在误人子弟。

所以他总鼓励手下的人学习。他管理辖区

的保安队员里，60 多人考了大专以上的文

凭，20 多人被评为区级以上先进工作者，

有 40 多人先后被提升到保安管理岗位，还

有人转行当起老板。

励志故事的背后，也有现实社会沉重

的一面。朱良玉现在还住在租来的房子里，

直到 7 个月前，他才搬离地下室。儿子刚上

大学，妻子没有工作，很多年来，他们全部

的收入就是朱良玉每月五六千元的工资。

他承认，就目前来说，这项职业的社

会认可度远远不够。有时候他也很心痛，

队里的小伙子交了女朋友，不敢说自己

的具体工作，因为说了，很可能就会被分

手。

他开始琢磨，怎么能切实提升保安

的职业荣誉感。中国的保安有 450 多万

人，是不可或缺的治安力量。但从实际来

讲，大部分迈入这个岗位的年轻人，开始

都是因为无路可走。

“保安上升通道窄，付出多，得到的

相对少。”朱良玉曾把建议带上两会，呼

吁提高保安的工资待遇，加强保安权益

保障，稳定保安队伍。有一年，北京团里

的 55 名代表一共提出 85 个建议，光是朱

良玉一人就提了 14 个。

这名人大代表总感觉自己肩上的责

任沉甸甸的。“如果我不发声，那就等于

450 万名保安不发声。”为了把建议切切

实实地“打在点子上”，他跑遍相关安保

企业了解情况；有关安保行业“营改增”

后征税等建议，得到了相关部门的答复。

他想让老百姓看到，想让更多的企

业知道，其实保安不仅是站岗、巡逻、押

运 、放 哨 的 小 角 色 ，这 些 人 长 期 驻 守 一

线，对地域熟悉，侦查经验也丰富，他们

能够参与到更多的安全防范工作中，比

如对大楼重要部位的评测和安装防盗系

统的评估。

自从迈入保安行业的大门，朱良玉

一直“很忘我”，“进步的愿望特强烈”。他

攒下三四书包的奖状，年年的先进称号

都没落下。安保服务已成为解决农村剩

余劳动力和城镇待业、失业人员再就业

的重要平台，而朱良玉要做的，就是按照

社会需要提高业务知识和能力。

一辈子坚守在这样一个看似平凡的

岗位，朱良玉觉得挺满足。他现在管理的

辖区有 80 多个单位，每天往返于这些单

位之间，找保安聊工作，和分管负责人谋

改进，也和其他保安公司谈心得。

其实，社会上从来不乏保安的励志

故事。比如北大保安张俊成，工作期间也

曾努力考学，目前担任一所中等职业学

校的校长，带领 813 名师生冲出被大山

包围的世界。但朱良玉给自己的定位是

干好本职工作，帮助保安实现自我的进

一步跃升。

在北京市总工会和科委的支持下，

朱 良 玉 全 国 劳 动 模 范 创 新 工 作 室 成 立

了。这个工作室主要以社会治理的安全、

防范、评估为主，他们希望将普通保安工

作变得更加科学化，比如站岗从固定到

流动，实现交叉巡逻；培养保安更多的处

理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这些实操技能

还被写入教材中，正准备推行。

朱良玉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为什

么喜欢这份不起眼的职业。后来，他偶然

发现，1984 年 12 月 18 日，中国首家保安

公司在深圳蛇口诞生，这个日子被认为

是中国保安的生日，而他的生日，恰巧也

是 12 月 18 日。“可能就是种缘分”。

因为保安工作的特殊性，节假日的

任务格外重，回不了家是 常 事 。家 里 的

老人已经 80 多岁了，但这么多年，春

节 假 期 朱 良 玉 只 回 过 一 次 家 。 获 得 全

国 五 一 劳 动 奖 章 的 那 天 ， 朱 良 玉 给 家

里 打 了 个 电 话 。 电 话 那 头 ， 老 母 亲 沉

默良久，缓缓说，“你当保安，还真当出个

状元来。”

2016 年 1 月 3 日，浙江省杭州市，环卫工人在

杭州成良微公益面馆吃一碗免费的早餐面。成

良面馆承诺为遇到困难的人免费提供一碗热气

腾腾的面，这样的公益行动从 2013 年面馆开

业以来持续了 5 年。今年 12 月 16 日，面馆老

板张成良因病去世，面馆也已暂停营业。

视觉中国供图

朱良玉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