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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排3小时十几个未接来电
安顿好老人们才能放心赴约

1月29日14时30分许，在青岛市公
安局市北分局兴隆路派出所，刚刚结束
了2024年春晚第三次彩排的社区民警
马怀龙已经返回。

“收到春晚邀请的那一刻是非常激
动的。”马怀龙告诉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往年的除夕夜，自己总是陪着辖
区的帮扶对象一起过年，今年悄然而至
的惊喜打破了原有的计划。“昨天我在
春晚舞台现场彩排，3个小时十几通未
接来电可把我急坏了。光挨个回完电
话，就用了一个多小时。”马怀龙说，这
些未接来电当中，多数是帮扶对象听说
自己要上春晚前来祝贺的，也有个别电
话是因为两三天没看见我人、没听见我
信，过来问问情况。“结果电话还没打
通，以为我不管他了，好一顿委屈。”

马怀龙说，收到央视总台龙年春晚
邀请是无比激动与开心的，“往年除夕
守岁，我都是陪他们一起过，今年情况
特殊，我需要都安顿好才能安心赴约”。

去年9月8日，由省委政法委和大众
报业集团共同主办的“忠诚的力量———

‘讲好山东政法故事’创意传播大赛暨
‘我的政法故事’征文优秀作品展示”活
动中，根据马怀龙先进事迹创作的《46
把钥匙》让现场观众感动不已，也让马
怀龙的事迹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自2008年转业参加公安工作以来，
马怀龙始终满腔热忱为辖区百姓服务，
尽心尽力帮助群众排忧解困，长期照顾
46个孤残家庭，帮扶困难家庭32户，调
解各类矛盾纠纷三千余件，被群众赞为
新时代“马天民”式好民警。

他是独居老人的“儿子”、是没有血
缘关系孩子的“父亲”……马怀龙腰间
常“挂”着46把特殊的钥匙，每一把都是
一份承诺。2022年，在他的牵头组建下，
马怀龙金盾志愿服务队成立，至今已

吸纳队员360余名，共同为困难群
众提供法律援助、医疗救护、

心理疏导等服务。在刚

刚过去的第四个中国人民警察节，马怀
龙被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推选为2023

“最美基层民警”。

帮扶对象回忆
跟老马一起过的春节

因为多日未与大家见面，当日下
午，马怀龙顾不上舟车劳顿，连家都没
回直接赶赴重点帮扶对象家里看望。

“往年的年前大扫除，都是马警官带着
志愿者们一起动手，帮助我除尘布新。
挂春联、贴福字，窗明几净新气象，这才
有了年味。”家住市北区兴德路一居民
楼的77岁社区居民王德亭老人，是马怀
龙重点帮扶对象之一。因为老人膝下无
儿女且患有严重的腿疾常年卧床，马怀
龙不仅时常前来照料，还自掏腰包每月
从工资里拿出2600元请了一位“钟点
工”帮他做饭洗衣照看。值得一提的是，
这位钟点工是今年66岁的刘洪珍，同样
是一位孤寡老人，也常年受到老马关
照。“老刘年轻身体还行，我出点钱让他
居家帮忙照看王德亭，相当于一下子解
决了两位老人的问题，我也能腾出时间
帮助更多的人。”马怀龙说道。

王德亭告诉记者，最令他难忘的还
是这几年的除夕夜，马警官带领志愿者
们一起在他家包饺子做年夜饭，从下午
两三点钟一直忙活到晚上10点多，大家
坐在一起吃饭畅谈看春晚，感觉很温
暖。“这么多年他陪我们过的每一个春
节，实际上都是撇开家人来陪伴我们
的……”王德亭眼含热泪。

当日下午，在兴隆路社区，马怀龙
又来到今年102岁的朱姓老人家里看
望，不仅带来了花生油、面粉、蔬菜等日

常生活用品，还提前递给老人一个200
元的新年红包。老人虽然有些耳背，但
马怀龙一进门，她立刻来了精神，握着
老马的双手久久不愿松开。“年年给，一
年都不落。这都是他自己的钱，不要都
不行。”老人脸颊贴在老马肩膀上，像个
顽皮的孩子一样冲着老马撒娇。

“今年准备了大约二十几个红包，
因为要赴春晚之约，一部分已经提前送
出去了，剩下的这两天送完。”马怀龙
说。

“对我来说，马叔就是我的父亲。”
今年25岁的强强（化名）早在十几年前
因父母患病相继去世，无人再为他遮风
挡雨。从衣食住行到升学就业，强强的
每一个成长节点，都有马怀龙的影子。

“当时我年纪很小，最令我难忘的是，马
叔 过 年 陪 我 放‘ 钻 天 猴 ’‘ 滴 答 金
儿’……那一刻的我，感觉爸妈从未走
远。”

社区居民互帮互助
让老马安心参加春晚

马怀龙受邀出席龙年春晚的这一
好消息，连日来在帮扶对象、志愿者团
队中不胫而走。

“强强是个孤儿，这些年春节都是
马警官陪他一起过。因为他今年要去北
京参加春晚，早早就跟我们商量着那些
重点帮扶对象怎么办？”作为金盾志愿
服务队的一员，今年74岁的兴隆一路社
区居民鲍星美说，自己让他尽管放心去
北京，过年会把强强接回家里跟儿子、
儿媳妇和孙子一起过年，保证照顾好强
强，给他家的温暖。

兴隆一路社区78号院今年65岁的
李凤翎、72岁的高杰、交警市北大队杭
州路中队中队长张玉传也“毛遂自荐”
早早找老马领了任务。“把老人放心交
给我，除夕那天我会弄好饺子馅、炒好
菜，提前给他送去，绝对不会让他过节
受委屈。”“老马不仅是我的战友还是我
的榜样，他尽管放心去北京，有这么多
战友在，肯定能照顾好大家。”

如今的兴隆路社区，无论是社区志
愿者还是老马的同事们，都在积极为老
马北京之行“分忧解难”。

强强认为，能在央视春晚的大舞台
上看到马叔，他觉得比马叔在自己身边
陪他一起过年还要开心，“这才是我心
中年夜饭里最好的‘一道菜’，我一定会
盯着电视屏幕等着他。”强强说。

安顿好老人，他才放心去春晚
青岛最美民警马怀龙常“挂”着46把特殊钥匙，每一把都是一份承诺

大众新闻客户端记者
贾涵宇 吕乐

北方小年的前一
天，位于淄博高青青城
的“青城老字号吊炉烧
饼”摊位前站满了人。店
主王文涛是淄博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吊炉烧饼第
四代传承人。当天正好
赶上年前最后一次大
集，王文涛一边揉面，一
边招呼着赶集的游客。

“这家店我从1988
年就开始干了。”说起吊
炉烧饼，王文涛眼里闪
着光。“我跟着一个姓崔
的老手艺人开始学做吊
炉烧饼，这改变了我的
一生。”

吊炉烧饼的烧制工
艺独特，需要在原有锅
头的基础上，在锅盖处
也烧一个火盆，上下同
时烤制。“我当时就是觉
得好玩。”王文涛说。吊
炉烧饼制作其实异常复
杂。吊炉烧饼发面不使
用酵母，而是用老面，揉
面时还要加入食用碱，
后需再次醒面，多次发
酵让面饼更易消化。

目前王文涛只有一个
炉灶，每锅只能出不到
20个烧饼。“我现在自己
一个人只能忙一个锅，
锅多了看不过来，误了
火候会影响品质。”王文
涛从不图量，只图一个
好口碑。“这老面已经传
承了30多年了，锅烧坏
了不知多少个，这把刀
是30年前的，已经从圆
形用成长方形了。”王文
涛拿着那把切面的菜刀，颇多感慨。

在传承的过程中，王文涛主动改进了
配方，让烧饼符合现代人的口味，“之前只
在烧饼上撒盐，后来很多人让我做得更有
味一点，于是我开始尝试把花椒、陈皮、八
角、桂皮等调味料和中药材加入其中，没想
到大家很认可”。

王文涛的店门口，整齐地摆放着木块。
“吊炉烧饼必须得用老槐木、老枣木烤制，
年份少了不行，换个品种更不行。”王文涛
介绍，老槐木和老枣木由于木质坚硬，燃烧
较慢，既没有很大的浓烟，又能熏烤上一点

“烟火味”。
“现在过年了，来买的越来越多。我现

在每天凌晨三点起床，三个发面缸轮流用，
每天用一百多斤面。年纪大了，每天最多做
一千个左右。”王文涛说目前已经最大程度
满足大家需求，但还是供不应求。每天上午
11点后，就不一定能买得上吊炉烧饼了。

王文涛的顾客里，还有很多外地人。来
自周村的陈加成一次偶然机会吃到吊炉烧
饼，就被这独特的味道吸引，几乎每月都要
驱车前来购买，每次至少买二三十个。牛阿
姨也是店里的常客，她拎走30个烧饼，说是
要给远在宁夏的表妹寄过去。现在吊炉烧
饼在滨州、无棣、张店等地也颇有名气，很
多食客在节假日慕名而来。

“我还没坐过飞机，我的烧饼却坐飞机
去了很多地方了。”王文涛大笑道，越来越
多的外地人了解到吊炉烧饼，有不少从
新疆、北京、重庆等地来的游客，只
为品尝一口正宗吊炉烧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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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常“挂”
着 4 6 把 特 殊 钥
匙……他就是最
美基层民警马怀
龙。在帮扶对象们
记忆中，跟老马一
起度过的每一个
春节都是温馨和
祥和的。与以往不
同，今年社区民警
马怀龙收到央视
龙年春晚观众席
邀请，将会换一种
方式与辖区群众
守岁。虽然今年不
能跟老马一起过
除夕，但大家期盼
通过电视屏幕与
老马准时隔空见
面。

马怀龙照顾的王德

亭跟刘洪珍两位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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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怀龙的46把钥匙。

记者 张晓鹏 摄


	T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