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年来，一对父女免费为失业农民工提供食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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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雷锋，

好榜样。在青州

高柳镇，就有这

样的父女俩。

七年前，他

们用自家的房子

设了一个雷锋服
务站，为生活困

难而又没有工作

的农民工提供免

费食宿。七年
来，在雷锋站里

停留的农民工多

达 500 人，他们

有的候鸟般来来

回回，有的干脆

把这里当成了

家。

“没钱了，我们还有个家”

11 月 3 日，在淄博边河养猪场干活的成

友泽心脏病又犯了，思来想去，他还是拨通

了一个熟记在心的求助电话。

2 年前，61 岁的成友泽从甘肃来到淄博

打工，由于生病，雇主将他赶出了养猪场。时
值寒冬，衣食无着的成友泽只得拖着病体一
步一步向青州高柳镇走，但连猪臭味还没机

会洗去的他，谁也不愿雇佣。走到高柳镇时
他抱头痛哭。这时，一个

小姑娘把他带到了青垦

路边上的一家劳务市场。

劳务市场的主人陈

立吉，就是他现在求助的

人。当初接他到劳务市场

的小姑娘陈国霞是他的

女儿，淄博市中级人民法
院的一名书记员。“老陈，我又生病了，医院说

要两三千元，我兜里只有 800 多，我想明天回

去一趟。”一句话，成友泽憋了半天。而话音刚

落，对方说了句“我把钱送过去吧。”

在陈立吉三层楼高的雷锋服务站里，还

有不少农民工，他们住在这套每天只收 2 元

甚至不收钱的“宾馆”里。“没有钱了，我们还

有个家。”雷锋站让农民工有了归宿感。

“我老了，谁来接这个班？”
接听成友泽电话的时候，陈立吉还在担

心着来自聊城的冯金钢。30 岁的

小伙长得结实，却因车祸磕伤了

脑袋。冯金钢不愿干长工，又爱喝

酒，挣的钱都喝酒了，一喝酒就闹

事，2 个月前打架伤了人，被送进

了看守所。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陈立吉希望晚辈们能自强自立，

不能总把自己放在打工仔的位置

上生活。“年轻人，哪会有什么难题，只要肯

奋斗就行。”

雷锋站已经经营了 7 年，宾馆里有了不

少“固定户”，他们都不愿意离开这里。三楼

的老姜甚至说，就靠陈立吉

和陈国霞“养老送终”了。可

是，今年 57 岁的陈立吉比老

姜还大两岁。

“也发愁啊，等我老了怎

么办？”陈立吉一直是笑着面

对所有人，即便想让他说点

困难的事，他都说，这些事情

都很普通很简单。但每天靠房租、劳务中介

费以及快递等各种各样的“杂项”挣钱，陈立

吉也没攒下什么钱，几乎是挣了就花。

对话陈国霞

“应该多一些人帮他们”

记者：听说你经常捐款，都为困难农民工捐

了 1 万多了。

陈国霞(笑)：这这没什么。

记者：有存款么？

陈国霞：工资不高，存款为

零。(笑)有时候实在没钱，回

家问老爸要一点。

记者：有没有想过，你现在做

的事情，很多人看来是多管闲

事，将来的丈夫无法接受怎么

办？

陈国霞：找对象就要找个“对

路”的。现在也没多考虑。

记者：关于农民工，你想对社会说什么？

陈国霞：我看不惯那些年纪大的、有儿女

的，还要出去干那么累的活，挺不容易的。

应该让儿女多尽点赡养义务。上次我回去，

看到几个满头白发的老大爷还要出去干活，

好多都腰疼背疼的。农民工很苦很累，也没

有保障，应该多一些人去帮帮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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