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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为进一步提高辖区商户疫情
防护意识， 督促商户严格落实各
项疫情防护措施， 丰台区市场监
管局采取多项措施 ， 开展辖区
“七小场所” 专项检查， 对重点
商户进行 “回头看”。

动态完善台账 ， 做到底数
清 、情况明 对 “七小场所 ”进行
动态管控，根据台账，查遗补缺，
每日摸排、更新，将痕迹管理贯穿
执法检查各方面、 全过程。

落实防控措施， 做实做细工
作 通过现场排查、 微信群、 电
话等方式， 将防疫要求逐一告知
“七小场所”， 督促其严格落实相
关政策 。 同时 ， 要求 “七小场
所” 商户防疫公示、 防疫内容、
防疫档案均规范化。

加强教育引导， 强化防疫责
任意识 将执法检查与教育引导
相结合 ， 使 “七小场所 ” 从业
人员主动遵守、 自觉落实健康监

测、 推进第三针疫苗接种工作等
各项防控措施。

坚持问题导向， 加大执法力
度 开展日常检查、 双休日、 节
假日错峰执法， 综合运用约谈、
警告 、 关停整改等多种执法手
段， 加大惩戒力度。 截至目前，
此轮 “回头看” 已检查70余户商
户， 约谈3户， 责改5户， 有效地
规范了辖区 “七小场所” 防疫措
施的落实到位。 （李乐林）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 开展辖区“七小场所”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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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柔区融媒体中心 闫国强

山上的老金
怀柔水库东岸有一座山， 山

体由东西两座山头组成， 远看其
形状似一副担子挑着一对箩筐，
所以就叫担子山。 担子山三面环
水， 东侧紧靠怀柔城区， 在密密
匝匝的荆梢、 酸枣灌木丛和遮天
蔽日的刺槐林里， 矗立着一座高
大的电视发射塔， 塔下是一座洁
白的平顶小楼， 这就是怀柔广播
电视中心的电视转播台。 常年在
转播台值守的是老金夫妻二人。

老金当兵当了将近12年， 在
部队是雷达技术兵。 1986年1月，
他怀惴着美好的愿望回到了怀
柔， 到了当时的县广播电视局。
那时候， 正是怀柔电视覆盖工程
全面启动阶段 ， 不知走了多少
路、 实验了多少次、 测试了多少
回， 怀柔区担子山转播台于1986

年底建成并投入试播。
1991年， 因为工作调整， 转

播台经历着建成以来的第一次变
革， 很多同事因为担子山条件艰
苦而选择离开， 在山上坚守的就
剩下了老金一个人。 为了可以安
心工作， 他劝说妻子辞去了原来
的工作， 陪他上了山， 小小的转
播台成为了远近闻名的 “夫妻
台”。 从此， 夫妻开始了几十年
如一日的坚守， 再也没有离开过
担子山转播台， 没有交接班， 没
有节假日， 每天伴随着他们的就
是那高高的发射塔、 冰冷的设备
和荒凉寂静的山头。

1994年10月1日晚上 ， 怀柔
电视台播出国庆庆典节目， 突然
间 ， 电视图像产生了不稳定现
象。 凭经验， 老金感觉是线路问

题， 一看， 还真是视频线接头的
焊点松了。 要修复， 就得中断信
号， 节目将无法正常播出。 来不
及多想， 老金立刻用两个手指捏
住了视频线插头， 信号变得稳定
了。 妻子给老金搬了把椅子让他
坐在机器设备旁。 时间一分一秒
地过去，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随着节目的播出， 老金的手渐渐
麻了， 但他坚持着……渴了， 妻
子端水凑到他嘴边， 饿了， 妻子
拿着蛋糕让他垫补一口。 当晚，
从7点多一直到12点 ， 5个多小
时， 老金的手指始终没松开。 节
目结束， 老金随便吃了几口饭，
立即找来工具， 活动活动麻木的
手指， 修复了视频接头， 这时已
经是凌晨两点。 从此， 老金对设
备的检查维护更加上心了， 再没

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2003年以前， 没有现代化的

光纤传导工具， 电视台制作的节
目， 要串成播出磁带由工作人员
送到转播台。 老金比谁都清楚，
担子山 ， 从山脚到转播台 ， 有
133级台阶。 为了及时拿到播出
带， 夫妻俩总有一人要提早下山
在山脚下等， 拿到带子赶紧上山
做播出前的准备工作， 133个台
阶上上下下， 老金夫妻早忘了跑
过多少个来回。

一次 ， 区里召开 “两会 ”，
为让群众及时了解会议精神， 当
天新闻当天播发， 播出只剩下不
足三分钟的时候， 节目带才送到
山下。 老金接过磁带， 大步如飞
地拾阶上山……进了院子， 像二
传手一样， 老金的妻子赶紧接过
带子， 跑上二楼的机房， 时钟显
示离规定的播出时间仅剩37秒，

把节目带放入播出设备， 离播出
时间只有两秒钟了。 当老金听到
监视器里传来 “观众朋友们晚上
好， 欢迎收看怀柔新闻” 的声音
时， 坐到了地上老金才感觉到自
己心跳加速、 腿是酸的、 浑身没
了力气。

怀柔水库的水结了冰， 又化
成了水 ； 担子山上的草枯了又
荣， 担子山上的树叶落了又生。
高耸的发射塔， 葱茏寂静的担子
山 ， 几十载以山为家 ， 以塔为
伴， 在寂寞中寻找几多快乐， 在
艰苦中守着一份荣光； 在自我约
束中严明纪律， 在奉献中彰显党
员本色。 没有谁在老金的背后督
促， 没有谁在天天盯他工作， 就
是党员的意志和工作的职责让他
把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献给了担
子山， 献给了广播电视事业， 一
干就是30年。

老金叫金志达 ， 1956年出
生 ， 1978年入党 ， 1974年入伍 ，
1986年转业， 怀柔区广播电视中
心职工。 老金的妻子叫刘淑玉。
2015年， 金志达被北京市人民政
府授予市级先进工作者称号。

（怀柔区总工会推荐）

“书是读不尽的， 就读尽
也是无用， 许多书没有一读的
价值。 你多读一本没有价值的
书， 便丧失可读一本有价值的
书的时间和精力， 所以你须慎
加选择。” 对一个热爱读书的
人而言， 朱光潜先生的这句话
如醍醐灌顶， 令人豁然开朗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就
是这样一本有价值的书。 它是
朱光潜赠予青年朋友的人生智
慧之书。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
期， 朱光潜求学于欧洲， 从海
外寄回了这十二封写给青年朋
友的信。 信中所谈皆是青少年
所正在关心或应该关心的话
题， 如读书、 写文章、 恋爱、
运动健身、 人生规划、 人际交
往等， 探讨思想、 生活和人生
等。 作者劝年轻的朋友们眼光
要深沉 ， 戒骄戒躁 、 不贪容
易， 更不能随了世俗、 急功近
利等， 可谓言已尽， 意无穷。

书中说， 你如果没有一种
正当嗜好， 没有一种在闲暇时
可以寄托你的心神的东西， 将
来离开学校去做事， 说不定要
被恶习惯引诱。 但是你如果在
读书中寻出一种趣味， 你将来
抵抗引诱的能力比别人定要大
些。 朱光潜先生说的是读书的
态度。 真正热爱读书的人， 读
书要如同拜师， 读书愈多， 拜
师愈多， 书上的道理体会也慢
慢透彻了。 书给人开悟， 帮人
早日从井底跳出来， 有了自己
的思想， 也有了真知灼见， 真
正做到开卷有益。

人生苦短， 我们常常愁来
愁去。 在朱光潜看来， 闲愁最
苦！假如把自己看得伟大，你对
于烦恼，当有“不屑”的看待；假
如把自己看得渺小， 你对于烦
恼，当有“不值得”的看待。我们

要学会摆脱闲愁， 多从生活中
寻出趣味。如读书写作、种草养
花、下地劳动、谈谈笑笑、跑跑
跳跳等，在动静之中，培养自己
领略趣味的能力。在百忙中，在
尘世喧嚷中，悠然遐想，让心中
灵光闪烁，妙悟源源而来，生活
将会变得有滋有味。

“摆脱不开” 是人生悲剧
的起源 。 畏首畏尾 、 徘徊歧
路， 心境既多苦痛， 而事业也
不能成就。 朱光潜启发青年人
生命途程上的歧路尽管千差万
别 ， 而实际上只有一条路可
走， 有所取必有所舍， 这是自
然的道理。 然而， 有些人既走
上这一条路， 又念念不忘那一
条路。 鱼和熊掌想兼得， 结果
不免差误时光 。 我们应提得
起， 放得下， 认定一个目标，
便只去风雨兼程， 烦恼少了，
成功便会在不远处等你。

很多时候， 我们在 “情与
理” 中纠结， 甚至不能自拔。
朱光潜进行了一种辩论， 我们
的生活到底是应该受理智支
配， 还是受感情支配。 最后得
出的结论是理智不是万能的，
感情也不是。 纯粹理智的生活
是狭隘的， 也是冷酷的， 生活
不可能完全的理智下去， 理智
没有多大能力去支配情感。 所
以正常的生活是理智和感情并
存的。

无论是谈读书、 修身、 做
人或是交友， 朱光潜以自己的
视角穿透问题的所在。 此书，
给现代青少年的成长提供了指
南， 是充满了人生智慧的必读
经典。 书中的每一封信读来都
亲切自然、 受益颇多， 我们从
中收获的不仅是人生经验， 更
多的是一种真切关怀， 一份关
于生活的永恒善意。

阿嫩是中国中铁六局承建越
南河内轻轨项目的越籍老员工
了， 从2011年项目正式开工起 ，
她就来到越南河内项目部驻地工
作 ， 成为项目越籍员工中的一
员。

阿嫩吃苦耐劳的精神、 淳朴
善良的品质、 热情开朗的性格得
到了大家认可。 工作中她任劳任
怨、 脏活累活抢着干， 生活中她
热心帮助大家， 和很多中国员工
成为了好朋友。

在食堂工作期间， 她制作的
越南美食丰富了项目员工的餐
桌， 越南风味早餐面包、 正宗越
南螺蛳粉 、 越南方形芭蕉叶粽
子、 越南海鲜米粉、 糯米饭、 越
南正宗鱼露， 令大家食指大动 、
味蕾全开。

在2020年底越南河内轻轨项
目 “跑图” 期间， 我从北京途经
云南昆明， 从云南河口入关越南
老街 ， 到达越南河内 。 隔离期
间， 阿嫩负责隔离人员的一日三
餐， 每天一大早， 透过隔离房间
的窗口， 我都能看到阿嫩从项目
部来到隔离点送餐， 主食、 鸡蛋
汤、 炒米粉、 炒饼， 热乎乎的饭
菜饱含着温暖、 蕴含着友情。 有
时候晚上10点多钟， 她还要赶过
来为新隔离的人员送餐及配送工
作、 生活用品， 不辞辛苦。

隔离完毕后， 我回到项目部

开展工作。 阿嫩把大家的宿舍打
扫得一尘不染、 干净整洁， 这些
工作需要时间， 更需要细心。 阿
嫩告诉我说： “苍哥， 我在越南
河内轻轨项目部工作很快乐。 工
作十多年， 我赚了一些钱， 在老
家盖起了楼房， 生活条件得到了
很大的改善 ， 邻居们都很羡慕
我。 女儿和儿子都考上了大学，
他们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我赚钱
供给的。 在我的影响下， 孩子跟
我学汉语、 和中国人交朋友， 现
在女儿毕业了， 也是中国企业的

一员， 成为了一名白领。 我们一
家人都是中国人的好朋友。”

去年年底， 得知我要返回北
京， 阿嫩特意乘车赶回自己的老
家， 把自家种植的糯米装了满满
的一袋， 让我带回中国， 带给中
国的同事们品尝。

阿嫩有句话说得很富有哲
理： 命运比书里的故事还要巧，
与人为善是一生的幸福。 朴实的
话语、 真实的行动， 一袋糯米饱
含着中越友情， 吃在嘴里、 暖在
心上。

■家庭相册■工友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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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