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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一:
垃圾处理厂里的女人花
张晓旭: 生活中的我们爱美

工作中给我们贡献美

女人如花、 似水， 女
人如彩霞绚烂……一提起
女人， 总是会想起这些形
容女人的词汇， 但当你走
近女性劳动者， 你会发现
不一样的她们， 为了展现
她们最真实、 最自然的状
态， 本报记者实地观察、
现场体验了她们的工作岗
位， 亲身感受到她们的酸
甜苦辣……

一进厂区的门口， 干净、 宽阔的
水泥道伸向远方， 道路两边尽是松柏，
偶尔还种着一片翠竹， 正好赶上下雪

天， 竹叶上覆盖着一层白雪，
把纤细的竹竿都压弯了腰 ，

在微风中摇曳着……这
是 生 活 垃 圾 的 处 理 厂
吗 ？ 记 者 心 中 一 团 狐
疑 ， 再 看 看 周 围 的 环
境： 大门的左边一条弯
弯曲曲的人工小河之上
有一座诗情画意的小亭
子， 其他建筑也是青砖
绿瓦的仿古建筑， 很有
情趣。 不知道哪位职工

还在雪地里堆了一
个可爱的雪人 ， 给
别致幽静的院子增
加不少的生气……

直到沿着路走
到一个门口处有
个大垃圾坑的房
子前时 ， 记者才
真正确认这里是
处理垃圾的地方，
“所有的运来的垃
圾都会暂时放在
这里 ， 然后再进
行一步步的分拣、
发 酵 、 焚 烧 等

工艺。” 北京
市顺义区生
活垃圾综合
处理厂党支
部书记 、 厂

长张晓旭告诉记者。
顺义区生活垃圾综

合处理厂是区内唯一一
座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

施 ， 承担着整个顺义城区
及周边426个村子的生活垃圾
处理任务 ， 通过堆肥 、 焚烧 、

填埋三种工艺， 每天都要处理900吨左
右的生活垃圾。

与张晓旭一同感受
这里的香精气息

记者跟着张晓旭首先进入的分选
车间， 这是垃圾处理的第一步。 经过
皮带机、 滚筒筛分等多道工艺筛分之
后， 被分到不同的工艺流程。

进门之后， 让你没有想象到的是
这里没有恶气扑鼻， 反而空气中弥漫
着淡淡的清香 ， 记者有些不敢确认 ，
再次深深的吸了几口气， 张晓旭看着
记者笑着说： “为了改善我们职工的
工作环境， 我们专门在车间内重点部
位喷洒香精 。 你看 ， 头顶的小细管
子！ 而且这些香精都是植物香精， 不
会对人身造成伤害。”

整个车间摆放着偌大机器设备 ，
只有零星几个人点缀在其中。 “现在

都是机械化生产， 职工就从脏活
累活中解放出来了， 成为了机器
的主人。 所以在我们这上班的人
都是身怀绝技的 ， 有证才能上
岗。” 张晓旭边盯着滚筒筛的观
察窗口往里看边说。 只见滚筒筛
里留下的都是纸片和塑料袋等比
较大的固体， 它们将继续进入下
一个流程。 尘土之类的细小颗粒
都漏到了下面的传送带上， 传送
带的另一端是停放着的一辆卡
车， 车满了直接拉走了。

留下的垃圾再次经过筛选之后 ，
有的进入发酵仓进行发酵。 当记者跟
着张晓旭进入车间的时候， 正好赶上
有一个开仓查看发酵是否完成。 只见
张晓旭站在仓口处轻轻闻了闻， 然后
从容地说： “已经发酵好了……” 站
在一旁的记者心里暗暗的佩服： 练成
这样的本领得一天来几次呢？

张晓旭到垃圾综合处理厂工作已
经7年了， 从最开始的调试设备， 到现
在的每天巡视， 她来这里的次数已经
几千次了。 当打开发酵仓门， 不同的
气味从发酵炉里飘散而出的时候， 她
第一时间就能辨别出气味的差别， 并
能够根据气味来确定是否发酵完全。

女人也钻焚烧炉
“发酵是为焚烧做更好准备的 。

下一步就该焚烧了。 走， 我们去看看
焚烧。” 张晓旭说。 话音一落， 一片烟
熏火燎的场景出现在了记者脑海里 。
但是张晓旭却领着记者走进了旁边的
一幢楼房。 推开一间房子的小门里面
坐了两名穿工作服的职工， 职工面前
各摆着一台电脑， 正前方墙壁上还挂
着三个显示屏， 职工不时看看大屏幕、
电脑， 低头做着记录。 “这里是我们
的监控室， 焚烧炉里的情况以及温度
等各项指标， 在这里全都能看到、 检
测到。 焚烧炉正常的温度是850摄氏度
以上， 操作工根据物料情况调整鼓风、
引风和炉排速度。” 张晓旭笑着说。

对于张晓旭来说， 与其坐在监控
室里看数字， 还不如来到焚烧炉前看
的过瘾。 从监控室里出来， 张晓旭就
带着记者来到了焚烧炉所在的车间 。
焚烧炉上专门安装着一个圆形的观察
口。 一到这里， 张晓旭便趴在观察口
上往里认真地看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
记者问： “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吗？ 一
片火海也能看出不同来吗？” 这时张晓
旭才回过神来说： “看着这火上的蓝
色火苗就能基本判断焚烧炉的温度 ，
燃烧是否充分。”

说起这焚烧炉， 还有一个故事呢。
2014年APEC会议前夕， 焚烧炉因为故
障停炉检修。 由于故障维修的难易程
度直接影响到APEC期间的焚烧炉是
否能正常焚烧， 因此张晓旭心急如焚。
平时焚烧炉的温度都在850摄氏度以
上， 完全冷却下来就需要至少一天一

夜的时间， 但是为了抢时间， 在炉膛
的温度还没有完全降下来的时候， 张
晓旭第一个钻了进去， 顶着40多度的
高温， 检查炉内情况。 炙热的炉壁烘
烤着她的身体， 一颗颗汗珠子从额头
上冒出， 划过脸庞， 滴下去立刻就不
见了， 紧接着又是一滴……

20多分钟过去了， 全身是汗的张
晓旭终于钻出了炉膛， 勉强扶着旁边
的栏杆， 面带微笑对职工们说： “这
次故障问题不大， 大家先做好维修准
备 ， 要特别注意安全 。” 身先士卒的
她， 当场感动了很多职工。

管理细如女人心
最后， 张晓旭带着记者来到了填

埋场。 记者开玩笑地说： “发酵仓前
一闻气味就能知道是否发酵完全， 焚
烧炉里看火苗的颜色就能了解燃烧情
况， 这传统的填埋工艺， 你也有必杀
绝技吗？” 没想到张晓旭一脸自信地笑
着说： “这个可以有。”

原来， 为了减少填埋所需的空间，
在处理这些垃圾的时候， 会将这些垃
圾压实。 “一般来说来回轧个七八次
就行了， 要是少轧一两次这些垃圾的
高度就不一样了， 这时我会提醒职工
注意一下。” 一圈转下来两个小时过去
了， 张晓旭深深的松了一口气。

优美的环境折射出张晓旭和职工
一起拼搏的汗水。 “我们这个垃圾综
合处理厂每一个环节都有很多部门来
监管，实时的检测，每月每周的不定期
检查都有很多。新年过后上班的第三天
张镇政府领导就冒着雪来到我们这里
调研， 所以我们一点儿也不敢马虎。”

尽管是春天， 但是也是春寒料峭，
清晨， 尤其冷。 六点多钟， 张晓旭又
看了一眼熟睡中的儿子， 便踏上了上
班的路。 对于张晓旭来说， 她已经记
不清楚上一次是什么时候送儿子上学
了， 甚至是为家人做一顿热腾腾晚饭
的机会也很少。 因为她的时间都给了
垃圾综合处理厂， 就连今年的大年三
十白天的时间也都留给了工作。

面对千斤的重担， 张晓旭说： 我
愿意 ！ 面对专业的技能 ， 张晓旭说 ：
我能行！ 面对突发的事件， 张晓旭说：
让我来！ 这就是张晓旭， 顺义区生活
垃圾综合处理厂的铿锵玫瑰， 垃圾处
理行业的女人花。

本报记者实地采访
现场体验女职工工作

北京市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与本报合作策划报道

技术工人正在教记者查看筛分炉。

张晓旭正在检查焚烧炉的火焰情况

□本报记者 杨琳琳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