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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

核心
提示

葫芦岛市绥中县的李东新、穆秋夫妇，以开冷
链运输车运输果蔬为生，他们用勤劳的双手为父
母儿女建造起幸福的小家。庚子新春，当新冠肺

炎疫情袭来，奔波在运输途中的李东新、穆秋夫妇放弃收入
可观的订单，日夜兼程，三次驱车往返于云南、武汉，免费运
送新鲜蔬菜。“没有大家，哪有小家，我们应该冲在前面。”这
次疫情，让李东新、穆秋对“家”有了全新的认识。不久前，
李东新、穆秋家庭荣获全国“抗疫最美家庭”称号。

采访中，穆秋时不时掏出手
机，给记者看手机里存储的照片
和视频。她一会儿说说俩孩子，
一会儿说说她自己，一会儿说说
李东新。

有了他们，拥有现在的生活，
穆秋觉得很幸福。

“我家老大能自己养活自己
了。”穆秋给记者看他儿子在某剧
场演出的视频，“老大喜欢音乐，初
中毕业后，我花2000元钱给他买
了一把吉他，他跟老师学了三个
月，然后就自己练，考过了十级。
这孩子现在跟着乐队出去演出，没
事就给我发他自己写的歌。”

“我闺女最贴心了。”穆秋又
说到她的女儿，“孩子五个月时，
我就抱着她一起跟车，她跟我俩
跑了一年多。那时，我把她放在
车座后面，她就在那里自己玩，
不哭不闹。姑娘长这么大，特别
听话、懂事，从来没让大人操过
心。”存在手机里的儿子和女儿的
照片，穆秋不时拿出来看看，以解
思念之情。

“这是我年轻时候的照片，你
看我那时候多好看。”穆秋说，“我
老公那时候的照片，你看是不是不
太好看？就是因为他能干，我才嫁
给他。我儿子一岁那年，他去给养
鸡场淘鸡粪，老板看他人实在，干
活儿卖力，非要给他介绍对象，结
果第二天人家就找上门来了，还问
我是谁。”穆秋说到这儿，看了李东
新一眼，尽管一脸委屈，但记者却
能感受到她对李东新的爱。

“现在我俩的日子过得越来
越好，这是昨天我们在服务区休
息时拍的视频，我们在路边做饭，
炖的大锅菜。”

在一起就是幸福。穆秋将这
个“移动的家”收拾得整整齐齐、干
干净净。

李东新和穆秋的语言很朴
实，但总能有一丝丝的感动浸润
记者的心田。采访将近结束时，
穆秋对记者说：“我很羡慕有知识
有文化的生活，我希望我的孩子
长大了，也能有出息。”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记者猜
想，在李东新和穆秋的心里，一定
还有这一首诗，这才是支撑他们奋
斗、奉献与追逐梦想的真实力量。

电话约了多次后，对葫芦岛市
绥中县李东新、穆秋夫妇的采访，终
于在他们从武汉抗疫归来的四个半
月后完成。

这一天是6月29日。前一天，夫
妻俩刚从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拉了
一车桃子回到沈阳，见面地点因此就
约在了沈阳八家子水果批发市场附
近的停车场里。

停车场很大，记者找到李东新
和穆秋驾驶的解放牌冷链运输车
时，夫妻俩正在调节车厢温度。

“一定要保持零上5℃恒温啊，这
样桃子才能保鲜。”穆秋提醒丈夫李东
新。见到记者，他俩从车上跳了下来。

“听说你俩昨晚就到了，在车里
住了一宿？”记者问。“是啊。”穆秋说，

“货主一共发了4车桃子，前两车先进
市场了，我们是第三车，等他们车上的

桃子卖完后，我们才能进市场。”
“ 要 是 前 车 的 桃 子 卖 不 动 咋

办？”记者问。“那就继续等。”穆秋
说，“从桃子装车到全部卖光，才算
完成订单。”

“你俩今年赚到钱了吗？”记者问。
“到目前还没有。这车是新车，年

前才提的，还没正儿八经地拉过几趟
活儿。”穆秋说，“一般跑上三年能回本
儿就算不错，车不能闲着，闲着就干
赔。车停不下来，人就不能歇着。”

看着这辆载重 27 吨的大卡车，
记者心里想象着，身材不高的穆秋、
看起来瘦削的李东新驾驶这辆大卡
车行驶在路上的样子。

“你俩平时吃住就在车里吗？”
记者问。

“是的。”穆秋回答道，“车是我
俩移动的家。”

夫妻俩三次把“移动的家”开进武汉
本报记者 王 坤 关艳玲

“再平凡的人，一生中也会遇到
不平凡的事；再不起眼的人，也有机
会做了不起的事。”这是李东新、穆
秋抗疫归来后对生活的新感悟。

全部积蓄都用来买了新车，李
东新、穆秋比以前更忙碌了。正月
初七（1月31日）那天，他们在贵阳
卸完货后，回到车里翻看手机，寻
找下一个订单。

“过年前后，果蔬卖得快，我俩
从青海拉到贵阳的蔬菜，不到一天
就卖完了。”穆秋对记者说，“我俩
琢磨，再接单就找个离家近点儿
的，送完正好回家过元宵节。这
时，东新就问我，这有一条信息，是
给武汉送蔬菜，咱去不？”穆秋说，
当时以为李东新在跟她开玩笑，她
还回了他一句：“你昏头了吧？”

那些日子，夫妻俩的“卡友”们
常在微信群里发疫情信息，有人特
别提醒说，“无论给多少钱，咱们都
不要去武汉啊，那边疫情很严重。”

“给武汉送蔬菜的信息是一名

志愿者发出的，说云南一家物流公
司携手晋宁一家蔬菜公司免费赠
送武汉成品蔬菜 5 车，请求免费托
运，最好是15米长的冷链车。”李东
新说，我们的车正好符合要求。

在去与不去的问题上，夫妻俩
商量了一个多小时。当时网上有
报价，冷链运输车去一趟武汉给2.8
万元。如果他俩免费送，加上回来
需要隔离耽误工，跑一趟车至少要
损失 5 万元。犹豫不决时，李东新
说的话点醒了穆秋，“你看啊，我们
的父母老了，做不了啥事了，我们
的孩子还小，能给社会做点贡献的
就是我们了。钱，咱们以后还可以
慢慢赚。”穆秋说，听李东新说完，
她就点头同意了。

最初，李东新不让穆秋去，“毕
竟去武汉有风险，如果我俩都去，
万一被感染了，咱家咋办？”

穆秋不同意，对李东新说：“我
俩一起跑长途运输 9 年了，你去哪
儿，我跟到哪儿，这回也是一起去

一起回。”
三天后，李东新、穆秋运送的

第一车新鲜蔬菜抵达武汉。从云
南装车到武汉卸货，2000多公里的
路程，夫妻俩换班开车，只用了两
天多时间。

到达武汉后，志愿者们将蔬菜
运往武汉协和医院。卸了货，没做
任何停歇，夫妻俩转身就开着空车
返回云南。没有人知道，他俩已经
十几个小时没吃过东西了。

抗疫期间，李东新、穆秋日夜
兼程，连续三次往返云南、武汉，免
费运送蔬菜，行程超过 1.2 万公
里。不久前，李东新、穆秋家庭荣
获全国“抗疫最美家庭”称号。

对于李东新、穆秋的义举，有
人说他俩伟大，也有人说他俩“犯
虎”。对于这些，夫妻俩并不在意，

“我俩没念过几天书，不懂那些大
道理，就是觉得活了半辈子，一直
奔忙，为家庭活，为自己活，这次也
为别人活一回。”

活了半辈子，一直为自己活，这次也为别人活一回

穆秋说，原来的生活就是围着自
己的家人，关注自己屋檐下的世界，
这次疫情，她发现自己的生活与更多
人的生活联系得如此紧密。在抗疫
中感受到被需要，这是他们不曾有过
的幸福。现在活得更有尊严、有价
值，比原来更有幸福感。

李东新和穆秋有两个孩子，儿子
19岁，女儿10岁。有一天，儿子发微
信给穆秋：“妈，如果有机会，我也去
当一名志愿者。”这让穆秋夫妻俩很
感动。

“去武汉这件事做得值，让孩子
一下子明白了，普通人也能做伟大的
事。”李东新说。

从武汉返回家乡后，李东新、穆
秋夫妻俩主动隔离了21天。隔离期
间，他俩一起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穆秋说：“我俩不能给儿女留下太多
的物质财富，那就留给他们一些精
神财富吧。”

武汉抗疫，夫妻俩一次次被感
动，也一次次收获温暖。

穆秋告诉记者，他们第一次从
云南送货去武汉时，路上遇见一个
货车司机。这位司机一路开车跟着
他们走了几十公里，当他俩的车进
了服务区，那个人找到他们，手里拿
着两个苹果。他说：“我在高速上看
到你们的车是外地车牌，车上有‘支

援武汉物资’字样，知道你们是志愿
者。我也没有啥，送你俩一人一个
苹果。这苹果我消毒了，你们放心
吃。”穆秋说，她当着那个司机的面
就把苹果吃了。

“路上还遇到一名交警，他摆手
让我们停下来等一会儿，然后跑出去
给我俩端来元宵。”穆秋说。

回到家乡后，很多人关心李东新
和穆秋一家人的生活。当地干部问
他们生活上有没有困难，夫妻俩异口
同声地回答：“没有任何困难。”

其实谁都不知道，李东新和穆秋
在外面跑车9年，孩子由老人照顾了
9年。穆秋父亲有一年从蔬菜大棚上

跌下，腿摔坏了，母亲患有糖尿病，公
公年前做了胃部手术。

一天，李东新、穆秋送货到杭州，
女儿跟穆秋视频通话，背诵起不知从
哪儿学来的诗句：“西风吹冷透貂裘，
行色匆匆不暂留。帆带夕阳投越浦，
心随明月到杭州。”夫妻俩虽听得似懂
非懂，但眼泪却止不住哗哗掉下来。

“生活，本来就应该是积极向上
的。”穆秋说，“经历了疫情，我们对生
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国家也好，自
己小家也好，过日子哪能没有个沟沟
坎坎，遇到难题了，大家一起努力，都
往一个地方使劲，就一定能扛过去，
我们的日子终将会越来越好。”

现在活得更有尊严、有价值，比原来更有幸福感

采访就在冷链运输车的驾驶室
里进行。驾驶室距离地面有两米高，
坐在里面往外望，视线极好。开车每
天在路上奔波，流动的风景在李东
新、穆秋眼前不时闪过，但沿途风景
再美，他们也无暇顾及。

李东新、穆秋都是绥中县塔山镇
西王村人。早些年，李东新在村里靠
出力赚钱，那时他还是个十六七岁的
小伙子。“我那时候力气大，装一车土
给8 元钱，一天能装十多车，不知道
累。”李东新说，他还给养鸡场淘过鸡
粪，淘两车送到指定地点给50元，干完
活儿后，人走到哪儿都带着一身味儿。

20 岁那年，李东新跟着父亲学
做木工活儿，村里谁家盖房，都找他
爷儿俩去。

“有一天，我姑姑家找他们爷儿
俩来干活儿，我姑姑看中李东新本
分、懂事，就给我说了媒。”穆秋说，那
年，她 19 岁，和父母在家里扣大棚，
还跟村里的妇女学做衣服。

2000 年，穆秋和李东新登记结
婚。婚后不久，李东新的舅舅帮他
从银行贷款买了一辆小型三轮货
车，让他在家附近跑运输。

随着客户逐年增多，送货地点也
越来越远。李东新发现开大货车搞
运输更赚钱，就去考了大货车驾驶
证。后来，穆秋也考取了驾驶证，成
为一名卡车司机。

“他没日没夜地奔波在路上，吃不
上饭也睡不好觉，我太担心了。”穆秋
说，2011年，她开始跟随李东新一起跑
长途运输，夫妻搭档一干就是9年。

去年年底，李东新和穆秋用多年
积攒的钱买了一台新车。

“买这辆车花了80多万元，我俩
没贷款。”指着眼前这台解放牌冷链
运输车，穆秋脸上挂满自豪的神情，

“我俩全部家当就是它了。”
有了新车，穆秋和李东新跑车时

的条件改善了很多。驾驶室比以前
宽敞了，能挤出一个单人床铺位置，
车门上方安装了简易空调，车内置备
了一个电饭煲和一款收放自如的液
化气炉子，夫妻俩从此告别了住小旅
馆、吃方便面的日子。

“日子已经挺好挺好的了。”穆秋
说，“我俩白手起家，没有依靠父母，
都是自己奋斗换来的，一点点地积
累，现在的生活可比以前强多了。”

每天在路上奔波，风景再美也无暇顾及
在沈阳八家子水果批发市场附近的停车场，李东新和穆秋在自家卡车里接受记者采访。 本报记者 关艳玲 摄

李东新、穆秋夫妇运送蔬菜抵达武汉时，当地志愿者为他们送上防护服并
拍照留念。（采访对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