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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
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开
栏
的
话

为大力弘扬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 由北京市总工会主办、 北京市劳动人民文
化宫承办的“八小时约定” 首都职工演讲比赛于11月17日落幕。 本次活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中的“敬业” 为切入点， 通过讲述职工故事、 劳动故事， 引导全市广大职工立足岗位、
敬业奉献。 从即日起， 本报将陆续刊登获奖选手的演讲作品， 与您分享。

□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 方军 （金奖）

我骄傲 我是首都护水人

□张浩 文/图

最美还是故乡雪
■图片故事

□王阿丽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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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幢楼后面已经进行
了垃圾 ‘撤桶并点’， 新建了垃
圾分类集中投放亭， 其中有厨余
垃圾箱、 有害垃圾箱、 可回收物
箱各一个 ， 还有两个其他垃圾
箱。 从今天起垃圾分类进入 ‘实
战’ 了， 你们到集中投放亭投放
垃圾时 ， 可千万别投放错了 ！”
早餐桌上， 我家的 “垃圾分类督
导员” ———年过八旬的婆婆， 又
一次叮嘱我们要准确投放垃圾。

说起来， 我家这位 “垃圾分
类督导员” 任职已有四年多了。
四年前 ， 我将婆婆接到我家居
住。 婆婆身体硬朗， 入住后就成
了我家的 “后勤部长”， 解除了
我们 “上班族” 的后顾之忧。

周日是我们大家庭的聚会
日， 全家十多口人围桌就餐， 婆
婆笑得合不拢嘴。 饭后我包揽了
洗碗等打扫卫生的活儿， 我将菜
梗、 饮料瓶、 饭桌上的骨头、 鱼
刺等一股脑儿装进塑料袋中。 婆
婆看见后问我： “你这垃圾没分
类啊？” “垃圾分类？ 装在一起
挺方便的！” 我随口答道。 “你
们平时上班忙的， 没空参加社区
组织的垃圾分类讲座 。 社区说
了， 这垃圾分类啊， 与我们的生
活息息相关， 来， 你们都来学一

学！” 婆婆边说边解开我手中的
塑料袋， 当场演示起来： “你们
看啊， 这些菜叶、 菜梗属于湿垃
圾， 这个可口可乐瓶属于可回收
物……” 全家人对婆婆的 “垃圾
分类” 讲解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一次家庭聚会演变成 “垃圾分
类” 讲堂。

第二天中午， 我下班回家，
看到茶几上放着几个五颜六色的
空罐子。 正疑惑间， 婆婆兴奋地
对我说： “我将老家的空罐子、
空漆桶找出来， 洗净晒干， 去礼
品店买来包装纸膜粘贴， 用来做
垃圾桶。 这红色的牛奶罐装有害
垃圾， 绿色的漆桶装厨余垃圾，
蓝色的月饼盒装可回收物品 。”

“妈， 您真行！ 这么好看的包装
我倒是舍不得放垃圾呢！” 我打
趣道。 “没关系的， 以后再有瓶
瓶罐罐的可别扔了， 我来处理，
不但能做垃圾桶， 还能放在你书
房当笔筒用呢！”

与婆婆居住一段时间后， 我
们都能自觉地按婆婆的要求分类
投放垃圾， 就连4岁的重孙点点
都参与其中了。 为了防止点点错
放垃圾， 婆婆在红色垃圾桶上画

上药片和电池， 在绿色垃圾桶上
画上青菜和番茄， 在蓝色垃圾桶
上画上牛奶盒和可乐瓶。 引得点
点将垃圾桶当成了玩具， 只要点
点在家， 家中垃圾的投放就成了
点点的 “专属活儿”！ “垃圾分
类， 从娃娃抓起！” 这是婆婆的

口头禅。
我喜欢养花草， 婆婆便将菜

梗、 黄菜叶、 骨骼内脏、 鱼鳞、
茶叶渣、 果皮、 淘米水等倒入塑
料盒中， 盖上盖子， 放在阳台沤
上几个月后， 就成了上好的有机
肥。 现在我家中已备有六盒有机
肥， 花草们春夏秋冬的 “营养”
随时供给， 也省去了我购买肥料
的开支。

自从婆婆当了 “垃圾分类督
导员” 后， 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有
了变化： 家中乱摆乱放的现象不
存在了， 环境变得整洁了； 废纸
盒、 纯净水瓶等当作废品卖， 增
加了一笔意外的家庭收入； 我家
的绿植长得越发葱茏， 花儿也开
得更艳了……邻居到我家串门，
得知婆婆的 “垃圾分类方法 ”，
纷纷向她请教。 最近， 婆婆得知
生活垃圾分类在我们这儿实施，
更是忙开了 ， 竟然成了小区的
“垃圾分类督导员”！

因为生在北方， 长在北方，
对 于 雪 的 情 怀 与 生 俱 来 。 我
喜 欢 雪 ， 喜欢雪的纯洁静美 ，
特别是故乡的雪， 一直存活在我
记忆的平原上， 让我一次次怀想
和回望。

我的故乡， 在大运河畔， 两
岸沃野千里， 村庄星罗棋布， 密
密麻麻。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 故
乡 的 冬 天 几 乎 一 直 是 被 大 雪
覆 盖 着的 ， 隔三差五就会落上
一场大雪。

乡下人对雪有着特殊的情
感。 每逢雪天， 二叔都会站在老
屋门前， 望着从天而降的雪片 ，
一脸欣喜地喃喃自语： “‘瑞雪
兆丰年’ 啊”。 是的， 下雪就是
“下粮食” “下好运”， 洁白的雪
花 不 仅 给 越 冬 的 麦 子 带 来 了
充 沛 的水源 ， 也让越冬的害虫
失去了温床， 庄稼来年就会少一
些病虫害。

那些飘飘洒洒的雪花， 洁白
晶莹、 如盐似糖， 又似一个个美
丽 的 精 灵 ， 从 灰 色 的 天 空 缓
缓 降 落到人间 。 它们稚嫩 、 甜
美， 像顾盼生辉的少女在轻快地
舞蹈； 又仿佛是三月的柳絮， 白
白的、 软软的， 很有几分 “天将
暮， 雪乱舞， 半梅花半飘柳絮”
的感觉。

雪后， 村子里家家户户的屋
檐上都悬垂下晶莹剔透的冰棱
子。 厚厚的积雪将整个村庄包裹
得严严实实， 往日里熙熙攘攘的

村道也找寻不到， 没了行人的脚
印和车轮的痕迹， 偶尔可见一串
长长的小狗的脚印， 梅花一样开
在冷清素雅的雪地上。

这样的大雪， 孩子们是最兴
奋的。 每当大雪降临， 故乡田野
就会呈现出特别喧闹的景象： 白
茫 茫 的 雪 原 ， 早 早 就 有 孩 子
们 堆 雪人 、 打雪仗的嬉闹声 ，
打破了乡村的宁静。 而雪花似乎
也懂得孩子们的心思， 就与他们
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 ， 东躲西
藏 ， 一会儿钻进孩子们的头发
里、 颈脖里， 一会儿钻进孩子们
的衣袖里。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和父亲一
起堆雪人。 那天早晨， 刚推开房
门， 我惊讶不已， 一夜间小院就
变成了一片白雪皑皑的世界， 不
远处的草垛、 玉米囤、 房顶都被
白雪覆盖， 变得纯洁、 静谧。

父亲拿起扫帚和铁锹， 随便
找一处空地， 先堆起一个足够大
的雪堆， 又滚了一个小雪球， 然
后把小雪球放到大雪球上。 父亲
从屋里拿了自己的旧棉帽， 两颗
圆圆黑黑的煤球儿， 又叫我找来
一把搂树叶的耙子。 不一会儿，
一个戴着黑帽子， 长着黑眼睛，
手持铁耙子的雪人就完成了。 我
们还兴致勃勃地给它取了一个搞
笑的名字： 雪八戒。 整个院子里
充满温暖、 温情的笑声。

故乡的雪， 游子的心。 落雪
的故乡， 才更像故乡。

我叫方军， 来自北京市水务
局， 是一名基层的水政执法员。

粼粼万顷碧波， 蜿蜒潮白两
河， 水清鱼翔， 沙鸥云集， 好一
派北国风光。 这就是保障首都北
京两千多万人口喝上生命水的
“重要地表饮用水源地、 水资源
战略储备基地 ” 密云水库的盛
景。 密云水库建库60年来， 安全
运行、 蓄水不断增加、 水质保持
优良的背后， 离不开千千万万保
水护水人的不懈努力， 作为其中
的一员， 我非常骄傲和自豪。

记得我第一次穿上笔挺的蓝
制服站在水库大坝上， 儿时的情
景便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我的爷
爷曾是密云水库的建设者， 几十
年了， 每次他从老家来北京都要
到水库边去走一走、 看一看。 爷
爷给我讲了许多当年建设水库的
故事， 那时我就知道 “这盆水”
来之不易。 所以， 从我穿上这身
制服那一刻起， 就深深地体会到
肩负的责任。 那一天， 我望着一
汪碧水， 虽然已经脱下军装但依
然郑重地向密云水库敬了一个军
礼， 我在心里默默地说： “我一
定要守护好 ‘这盆净水’。”

决心容易下， 真正做到可没
那么容易。 寒来暑往， 我和同事
们用日复一日的艰辛付出换来了
水库的平安。 每天我们都要绕着
密云水库进行巡查， 一圈下来就
是100多公里。 车开不到的地方，
全靠走路。 还不说巡查路上的蚊
虫叮咬和因走路趟出的草蛇， 单

是每天2万起步的运动量， 这几
年下来就相当于绕地球走了近两
圈。 当然， 巡查的路上不总是那
么风平浪静， 与违法人员斗智斗
勇的桥段时常上演， 记得在一次
巡视时我们发现有人在库区内违
法钓鱼， 在制止过程中违法人员
不予配合， 态度蛮横， 而且还嚣
张的质问我的队员 ： “钓个破
鱼， 你至于吗？ 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不就得了， 你要是真和我过不
去， 咱们有的是见面的机会， 你
敢不敢告诉我你叫什么！” 年轻
的队员被他这一套话给说懵了，
我一步跨过去： “我是队长， 有
什么事我负责， 我可以告诉你我
的名字， 我叫方军， 你还想知道
什么， 我都可以告诉你， 但是你
必须接受处罚。” 事后队员问我：
“方队， 你不怕他报复你吗？” 我
说只要咱们问心无愧 ， 秉公执
法， 没什么可畏惧的。

在我工作的这14年里， 陪伴
家人的时间少得可怜。 妻子说，
别人的日历上有红色标注的周
末， 可你的日历呢都是 “黑色”
的 ， 天天都是工作日 。 一到汛
期， 更是多少天都回不了家。 去
年的8月9日， 大暴雨让密云石城
镇地区受了灾。 我一连3天都在
单位执勤， 顾不上生病住院的女
儿。 解除预警后， 我急忙赶到病
房 。 女儿在我怀里虚弱地说 ：
“爸爸 ， 你能不能不要再走了 ，
留下来陪我呀。” 我刚答应女儿，
手机就响了， 暴雨黄色预警， 所

有人立刻回到岗位。 望着病中的
女儿， 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
善解人意的妻子冲我点了点头，
我逃跑一样飞出了病房。

谁家没有妻儿父母、 柴米油
盐？ 别人家的男人都能撑起一片
天， 而我们对家人呢， 更多的是
亏 欠 。 可 只 要 看 看 水 库 的 那
一 汪 碧水 ， 我就觉得再多的付
出都值得！

我只是首都护水人中的一
员， 更是全国千万个常年奋战在
水政执法一线的普通一兵 。 忠
诚、 干净、 担当是我们水政人的
品格， 无私、 无畏和默默付出换
来的是江河安澜、 绿水青山。 现
在， 我们的执法条件越来越好，
执法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 还使
用了夜视仪和无人机等高科技。
条件的改善没有让我们松懈下
来 ， 而是更加激励我们努力工
作 。 尤其是南水北调江水进京
后， 密云水库首都重要生态屏障
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 我感觉到
肩上的保水护水担子更重了。 但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我都将履行
习总书记在给建设和守护密云水
库的乡亲们回信中的嘱托： “再
接再厉、 善作善成， 继续守护好
密云水库， 守护好祖国的绿水青
山。” 因为我的生命已经融入一
汪碧水。

我骄傲我是首都的护水人！
（北京市水务局工会推荐）

■家庭相册

家有
垃圾分类督导员

敬敬业业八八小小时时
做做好好今今日日事事

““八八小小时时约约定定””首首都都职职工工演演讲讲比比赛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