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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3版 赶走日本鬼子了， 来了美
国兵开着吉普车横冲直撞 。 有一
次竟故意撞翻了时亮爷爷的粪车，
撞伤了他的腿 。 总之 ， “爷爷在
新中国建立之前受尽粪霸的压迫，
有钱人的歧视 ， 日本鬼子和美国
兵的欺凌。”

时传祥遗愿：
自己孩子要接他的班
环卫作业实现机械化

时亮说 ： “新中国成立后 ，
爷爷仍然干着掏粪工 ， 待遇却是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新中国建立
后 ， 时 传 祥 经 常 对 儿 女 们 说 ：
“自己翻身做了主人， 干着自家的
事情， 没有理由干不好。” 时传祥
为了干好掏粪工作 ， 动了不少脑
筋 ， 也付出了比常人多的辛劳 。
老北京平房很多 ， 老四合院里人
口密度非常大 ， 茅坑浅 ， 粪便常
常溢出来 ， 气味非常难闻 。 他遇
到这种情况 ， 总是不声不响地找
来砖头 ， 把茅坑砌得高一些 。 他
干的这行没有节假日 ， 哪里该掏
粪， 不用人来找， 他总是主动去。
不管坑外多烂 ， 不管坑底多深 ，
他都想方设法掏干扫净 。 茅坑里
掉进了砖头瓦块， 他就弯下腰去，
用手一块块地拣出来 。 时亮说 ：
“爷爷1952年到崇文区干粪便清理
工作 。 爷爷总是说 ， 屎嘛 ， 哪有
不脏的 ？ 可咱要一人嫌脏 ， 就会
千人受脏 ， 咱一人嫌臭 ， 就会百
家闻臭 。 俺脏脏一人 ， 俺怕脏就
得脏一街呀 。 想想这个 ， 就不怕
脏啦 。 爷爷还提出了 ‘工作无贵
贱 ， 行业无尊卑 ； 宁愿一人脏 ，
换来万人净 ’ 的口号 。 爷爷对大
街小巷 、 各院各户的厕所在哪儿
都了如指掌 ； 谁家有多少人 ， 厕
所什么样子 ， 如数家珍 。 他一勺
一勺地挖 ， 一罐一罐地提 ， 一桶
一桶地背。 40多年， 爷爷清除的粪
便有千万吨。” 1959年， 时传祥被
评选为全国劳动模范。

“文革 ” 开始后的1971年10
月 ， 时传祥挂着 “工贼 ” 、 “粪
霸 ” 的牌子 ， 被送回山东老家 。
时亮说 ： “爷爷弯腰驼背 ， 刚从
北京回来时总是拄着拐站在村口
张望 。 爷爷一直在盼望着 ， 在等
待还他一个清白。” 1973年8月， 周
总理在重病的情况下 ， 不忘时传
祥 。 时亮说 ： “周总理得知我爷
爷的情况后 ， 指示把我爷爷接回
来 ， 给我爷爷平反 ， 向我爷爷道
歉 ， 给我爷爷治病 。 爷爷这个一
生刚强的山东汉子 ， 当着接他回
京的工作人员的面嚎啕大哭。” 很
快 ， 时传祥被送到北京医院 。 治
疗期间 ， 意识稍微清醒 ， 他便用
含混不清的声音表达自己的两个
心愿 ： 自己的孩子要接他的班 ，
环卫作业要实现机械化。 1975年5
月19日， 时传祥病逝。

时传祥临终遗愿得到了实现。
时亮说 ： “我父亲和我的大爷姑
姑们都成为了环卫工人 。 我父亲
时纯利和我表姐时新春分别获得
了全国 ‘五一 ’ 劳动奖章 。 环卫
作业已经实现了机械化 。” 如今 ，
京城里的旱厕早已不见了 ， 高科
技含量公厕 、 设有残疾人专用设
施的星级公厕 、 移动公厕等 “时

髦” 的厕所陆续出现。 粪便清理靠
汽车抽运， 当年笨重的木桶、 粪勺
已成为馆藏。 通过GPS全球卫星定
位系统， 实时监控、 精确指挥， 环
卫作业情况尽在掌握———环卫机械
时代 ， 清洁工人成了开关机器的
人 。 时亮告慰着爷爷的在天之灵
说： “爷爷！ 你的两个愿望早已实
现了， 您在天上可以安心了。”

毛主席请爷爷住中南海
刘少奇送爷爷英雄钢笔

时亮对记者说： “父亲经常对
我说， 不要忘记党和国家领导人对
你爷爷的关爱。” 时亮讲述了毛泽
东、 刘少奇、 朱德、 周恩来等党和
国家领导人对爷爷关爱的故事。

1959年10月26日， 全国 “群英
会”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会议第一
天， 国家主席刘少奇， 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长朱德、 国务院总理周恩
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亲切接见了
参加大会的部分代表。 刘少奇走到
一位身穿劳动服的工人面前， 一把
握住对方结满厚茧的手 ， 脱口而
出： “你是老时吧 !” 时传祥万万
没想到， 国家主席竟能一眼认出他
来。 时传祥向刘少奇介绍了清洁工
人的情况。 他说： “我们现在的生
活过得挺好。 过去用轱辘粪车一车
车推， 平均每人一天背八桶粪。 现
在改用汽车运， 工作效率提高了，
平均每人一天背93桶半。 大家并不
满足， 还要为社会主义多出几把力
呢。” 刘少奇把自己的英雄牌金笔
送给了时传祥， 并诚挚地说： “你
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 我当主席也
是人民勤务员， 这只是革命分工不
同， 都是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
分。” 时传祥表示： “我要永远听
党的话， 当一辈子掏粪工。 我已经
干了30年的掏粪工， 只要党需要，
我还要再干它30年、 60年！ 党需要
我干到什么时候 ， 我就干到什么
时候。”

1966年的国庆节， 时传祥被选
作北京市的先进工人代表， 参加了
国庆观礼， 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登上
天安门， 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毛泽东主席邀请时传祥和观礼团一
起住进了中南海。 周恩来总理在人
民大会堂举办的招待宴会上向时传
祥敬了酒， 朱德给时传祥夹了菜。
朱德说： “老时， 你是干重体力活
的人， 不会喝酒， 可要多吃菜呀。”

也就是时传祥登上天安门城楼
的一个多月后， 因为1959年时传祥
跟刘少奇握手， 时传祥遭逢厄运，
成了 “工贼 ”、 “粪霸 ”， 被各处
揪斗。 1971年被遣送回山东齐河老
家。 1973年8月， 毛泽东主席、 周
恩来总理得知此事后， 立即指示有
关部门将他接回北京， 政治上予以
平反 ， 恢复名誉 ， 生活上照顾安
排。 1975年5月19日病逝于北京。

2000年， “时传祥纪念馆” 在
山东齐河落成。 时任全国政协主席
的李瑞环题了馆名。 李瑞环与时传
祥是旧识。 他与时传祥一起参加过
“群英会”。 时亮对记者说： “‘宁
可脏一人， 换来万家净’ 的实际行
动， 正体现了 ‘时传祥精神’。 爷
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勤
劳朴实、 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爱
岗敬业、 吃苦耐劳的奉献精神。 是
我要传承的。”

记者在北京市百货大楼糖果柜台前
见到著名全国劳动模范张秉贵的儿子 ，
55岁的张朝和时 ， 他正在为顾客服务 。
记者认出， 这是张秉贵曾经工作的柜台，
不同的是， 糖果种类发生了变化， 手动
秤变成了电子秤。 张朝和说： “每到清
明节， 我都会想到父亲， 到父亲的塑像
前沉思， 擦拭着灰土。 是父亲的 ‘一团
火精神’ 鼓励着我。 ‘一团火精神’ 也
影响着一代又一代 。 从父亲去世后 ，
1999年我就接过了父亲的班， 在这个柜
台一站就是10多年， 我还要继续站下去，
直到退休。”

张秉贵铸造“一团火”服务精神
练就“一抓准”技艺

在北京百货大楼前矗立着张秉贵的
塑像。 记者看到， 有的顾客在用手机拍
照 ， 有的顾客在与张秉贵的塑像合影 。
记者随机问顾客： “知道张秉贵吗？” 他
们有的回答 “知道 ”， 有的回答 “不知
道 ”。 对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出生的人来
说， 还真有人并不知道张秉贵是谁。 但
40多岁以上的人 ， 对张秉贵都不陌生 ，
他在平凡的售货员岗位上练就了令人称

奇的 “一抓准”、 “一口清” 技艺， 被誉
为 “燕京第九景”。 他的 “一团火” 服务
精神， 成为新中国商业战线上的一面旗
帜。

陈云同志为他题词： “一团火” 精
神光耀神州。 江泽民同志为他题词： 发
扬一团火精神 ，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张秉贵多次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 优秀
共产党员称号， 他还曾当选为中国共产
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 第五 、
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常委会委员 。
2009年， 张秉贵被中宣部等11个部门联
合评为 “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
人物”。 1987年9月18日张秉贵不幸逝世，
终年69岁。

1985年， 张朝和调到了北京百货大
楼 ， 先干锅炉工 ， 之后当图书售货员 。
1999年8月北京市百货大楼重张开业， 将
一层的糖果柜台命名为 “张秉贵柜台”。
张朝和又调到了 “张秉贵柜台”， 站到了
父亲曾经站过的糖果柜台前， 在张秉贵
大幅照片前 ， 每天接受着父亲的监督 。
父亲目视着张朝和是怎样继续着父亲的
服务精神。

下转5版

张秉贵正在做示范讲解

张朝和正在售货

□本报首席记者 阎义

张秉贵之子张朝和：
延续着“一团火精神”
传承着“一抓准”技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