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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如今，我在郑州已经生活了 52
年，虽然这座城市这些年一直飞快地成长
着、变化着，但过往的经历和岁月，已让我
深深地扎根这座城，再也分不开了。”说起
省会郑州，79岁的河南省劳动模范——郑
州市公交公司退休职工侯光祖感慨万千。

结缘郑州 成为公交司机
“我和郑州结缘在 1959 年，那一年，

我高中毕业，考入郑州地质学校。刚从老
家焦作来到省会郑州时，觉得这座城市哪
哪都新鲜。”提起那段青春岁月，老人的脸
上满是笑意，“当年选择到郑州读书，原本
打算毕业就留在这儿，可没想到，两年后
因为响应国家号召，我一毕业就直接入伍
奔赴甘肃酒泉，成了一名军人。”

1968年，在茫茫戈壁驻守了 7年后，
29岁的侯光祖退伍回到了心心念念的郑
州。凭着在军营淬炼出的过硬驾驶技术，
他进入郑州市人民汽车公司（现郑州市公
交公司），成为一名公共汽车驾驶员。

一走上公交驾驶员的岗位，侯光祖就
把全身心扑在了工作上。无论是 6路、9
路、2路……他不管负责哪一条线路，都是
钻研业务、服务乘客的“拼命三郎”。论出
勤率，他一年 365天，除了一次探亲假，没
有周末，没有节假日，7天连轴转，天天在
岗上；论出车整班量，他始终是满额；论公
交准点率，9路车一趟来回 90分钟的参照
时限，他保持在“最多快 1分钟、最慢晚 2

分钟”的优秀标准；论车辆节油率，
当年按规定，公交车单车百公

里耗油标准值 22升，而他却
能达到百公里耗油仅

为 10.5升~11升，是全省公交系统名副其
实的节油“状元”。

努力工作 只是想报党恩
侯光祖的付出，大家看在眼里，记在

心里。1980 年，侯光祖当选为郑州市劳
动模范；1982年，他又成为河南省劳动模
范。然而，侯光祖把自己的时间都花在工
作上，5个孩子和一个家，却全都丢给了妻
子马金字。多年来，妻子独自忙完工作、
忙家庭，累的时候不禁“埋怨”他：“你就是
个工作狂，家里大事小事都不管，嫁给你
真是上当。”可侯光祖的回答却简单质
朴：“我努力工作，就是想报恩，报党恩。
我出生在 1939 年，小时候经历过战乱年
代，穷过、怕过，是共产党给了咱百姓现在
的好生活，我好好工作，就是报恩。”

“当年的郑州，全市只有 80多辆公共
汽车，近 10条公交线路。上班第一年，我
开 6路公交车，每天从花园路纬五路口出

发，经过黄河路、关虎屯、农科院、工学院、
新通桥、百货大楼，直到火车站再返程。”
说起过去的工作经历，老人记忆犹新。

城市巨变 公交见证成长
“想想当年的公共交通状况，比比现在

的郑州。那可真是天上地下啊！”侯光祖
说：“原来老郑州的公交车大多是‘四平’牌
客车，大部分公交汽车车辆服役年限长，车
况老旧，即使平日精心维护、修理，也仍免
不了出状况。而现在呢，咱郑州大量的公
交车都是先进的‘宇通制造’，车辆新、车况
好、车内有空调，冬暖夏凉，不仅驾驶员开
着稳、乘客坐车也更加舒适。”

“这些年来，无论是我手握方向盘，每
天穿行在城市中，还是退休后，作为一名
普通乘客搭乘公交车，我都能感受到咱们
的郑州越长越大、越长越高、越长越强
壮。”谈起郑州这些年日新月异的变化，老
人深有体会：“因为我干了 35 年公交工
作，所以对这个感受最明显，举例来说，
1954 年郑州市公共汽车公司刚成立，只
有 3条公交线路，如今全市却有 280多条
公交线路；比车辆，1954年全市只有 6部
公交车，现在全市共有 6400多辆公交车；
比人数，1954年公司只有17名员工，现在
全市却有 1.3万余名公交职工……这都能
充分说明，咱的大郑州，越来越好了。”

在二七区福华街街道铁道家园小区，
王树志一家四世同堂，父慈子孝、夫妻和
睦，是小区里有名的幸福家庭。近日，记
者走进王树志家里，感知他们的幸福温度
和快乐密码。

相亲相爱 从来不吵架
王树志退休前是一名铁路职工、高级

工程师，今年 82岁的他身体康健，精神矍
铄，说起话来温柔谦和，做起事来利落干
脆有条理。社区里的人都说，王树志看起
来压根不像“80后”，倒像是“60后”。问
起长寿秘诀，王树志露出标志性的笑容：

“没啥秘诀，家庭和睦、心态平和、生活平
淡，才是处世之道。”

王树志有两儿一女，大孙女王嘉静有
了孩子以后，这一家便是四世同堂。从王
树志到儿子、女儿，再到孙女、重外孙，一
家人几十年几乎没有红过脸，孝顺、谦和、
尊重一直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相处秘诀。

王树志的爱人李景霞今年84岁，由于
之前出过车祸，行动不便，王树志每天给
她喂饭、擦洗，搀扶走路，对此，王树志从
未有半句怨言。看着老伴儿，王树志深情
地说：“年轻的时候我忙着上班，顾不上家
里，她带着3个孩子含辛茹苦，如今照顾她
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王树志的悉心照料下，李静霞从无
法动弹到能自由行走，这期间，王树志

倾注了不少心血。有时候需要出
门，王树志就满脸宠爱地对李景

霞说：“我出去一会儿，你自
己在家可不要淘气啊！”

看 到 父 母 相
亲 相 爱 、举

案齐眉，子女们也备受感染，一直拿父母
做榜样。

邻里之间 心越来越近
“门前这条永安街之前又窄又破，现

在又宽敞又干净，我们的生活可谓是翻天
覆地的变化，我对此非常满足。”1962年，
王树志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铁路局上班，当
时的铁道家园小区、医学院等地还都是庄
稼地，现在已经高楼林立。“除了盖高楼大
厦，政府和居民越发重视环境了，小区绿
化也很赏心悦目，这是最难能可贵的。”平
日没事，王树志还会到南水北调生态文化
公园逛逛，每次公园发生的变化都会让王
树志无限感慨：“这是政府在真心实意为
民谋福利、做实事，作为居民的我们还有
什么不知足的。”

更方便的，还是生活起居。“我们生活
的小区周边有好几个菜市场，还有商场和
公园，想买什么几步路就到。”除了生活便
利，王树志更是对社区生活赞不绝口，在
小区里，之前是“同在屋檐下，见面不言
语”。现在，社区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提
供午餐、体检等服务，还通过丰富多彩的
老年活动把大家请出家门凝聚在一起，大
家心走近了，越来越像一家人。

紧跟潮流 老王不服老
别看王树志已82岁高龄，用起电子设

备一点也不落后于年轻人。“我现在出门
买菜可以不拿钱了，但不拿手机不行。”一
句话逗得周围人哈哈大笑。

“不学习就跟不上时代，而且电子产
品确实给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现在电
脑、微信使用我都不在话下。”王树志说，
从微信流行起始，为了和家人孩子们聊
天，他开始学习拼音打字。之后，社区开
设手机使用培训课堂，王树志特地跑去参
加，自己还根据学习笔记专门整理了一本
几十页的“手机软件使用手册”。

王树志的重外孙 2岁生日时，王树志
还亲自为他做了个“美篇”，孙女王嘉静大
呼“想不到”。现在，王树志成了小区里的

“潮人”，“你看我这身衣服，都是我自己网
购的，好看吧？”

闲不住的王树志也是社区里的热心
人。王树志喜欢锻炼，最喜欢打乒乓球，
只要得空就要到社区活动室里挥洒一
番。时间长了，王树志发现喜欢打乒乓
球的居民不少，为了让大家都能轮上一
会儿，王树志又琢磨了一个“时间表”，上
面详细记录着乒乓球爱好者前来的时
间，好让大家在有限的时间空间内共享
资源。

“虽然年纪越来越大，但有国家社会
的关爱，有子女儿孙的孝顺，我觉得
幸福指数越来越高，享受这种平
淡的幸福生活，余生别无他求。”
王树志再次感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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