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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冰心在玉壶
———读徐风《做壶》

按照北京市城管执法局
“畅夏清风 ” 并肩行动专项执
法工作安排和市公安局治安打
击整治 “百日行动 ” 阶段任
务， 近日， 房山区长阳镇综合
行政执法队联合镇综治办、 镇
派出所等相关部门， 开展 “公
安+城管” 联合执法并肩行动，
查处一起随意倾倒建筑垃圾 、
生活垃圾案件。

根据近期掌握的相关线
索， 执法人员在长阳镇马厂村
北侧一处偏僻道路旁， 查处一

起随意倾倒建筑垃圾、 生活垃
圾违法行为。 执法过程中， 为
防止打草惊蛇， 执法人员在垃
圾倾倒地点附近进行盯守， 上
午11时左右， 两辆绿色渣土车
陆续驶入倾倒现场倾倒垃圾 ，
在两个小时的时间内， 先后共
有十余辆渣土车陆续驶入倾倒
现场， 均被执法人员控制。 在
当天的行动中， 共暂扣相关作
业车辆13台， 目前案件正在进
一步调查中。

执法人员表示， 此起案件

涉嫌未经许可擅自设置建筑垃
圾消纳场所、 随意倾倒、 抛撒
或者堆放建筑垃圾等违法行
为。 下一步， 房山区城管执法
局将联动长阳镇综合行政执法
队进一步追查建筑垃圾、 生活
垃圾的来源， 追根溯源， 对涉
及到区内、 外的相关线索进行
横传， 共同打击随意倾倒垃圾
渣土违法行为， 维护良好的环
境秩序，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

（李安琦）

答： 企业因受疫情影响导
致停工停产的， 未超过一个工
资支付周期 (最长一个月) 的，
应当按照正常工作时间支付工
资 ； 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
的 ， 可以根据职工提供的劳
动， 按照双方新约定的标准支

付工资。
疫情期间， 企业没有安排

职工工作的， 应当按照不低于
北 京 市 最 低 工 资 标 准 的 70%
(北京市 2022年最低工资 2320
元/月) 支付职工生活费， 生活
费发放至企业复工、 复产或者

解除劳动关系为止。
提醒企业， 停工停产属于

重大事项 ， 应当履行民主程
序， 在当前疫情防控常态化背
景之下 ， 可以通过邮件 、 微
信、 视频会议、 电话会议等方
式进行。 （房司司）

喜欢喝茶的朋友都知道， 要
品出一壶好茶， 除了要有好的茶
叶， 外加一壶好水之外， 还需配
上一把质地优良的壶具， 如此，
整个品茶的过程， 才堪称一种妥
妥的享受。 那么， 好的壶具哪里
寻？ 著名作家、 紫砂文化研究者
徐风在其著作 《做壶》 中给出了
答案。

在茶界， 上等的紫砂壶历来
是茶友们梦寐以求的茶之重器。
这些做工精细 ， 包浆圆润的茶
具， 大多采用江苏宜兴丁蜀镇的
紫砂泥， 运用几十道传统工艺，
全凭手工制作完成。 紫砂壶之所
以赫赫有名， 除了得益于紫砂泥
无以伦比的先天优势外， 精密的
制作工艺， 以及民间艺人持续不
断的创新 ， 这些因素的累积叠
加， 终使紫砂壶历经几个世纪的
风雨， 始终能够笑傲中华茶具市
场。

书中记载， 紫砂壶的制作工
艺， 起源于明朝正德年间， 经一
代代制壶人的努力， 在500年的
传 承 中 ， 既 秉 持 着 严 谨 而 精
细 的 制作工艺 ， 也涌现出许多
技艺精湛的制壶大师， 顾景舟就
是 其 中 的 佼 佼 者 。 这 位 紫 砂
壶 的 传人 ， 在继承传统制壶工
艺的基础上独创出的茄段壶， 就
像一股清流， 把紫砂壶的创作推
向 了 一 个 全 新 的 领 地 。 而 他
的 弟 子葛陶中深得师父顾景舟
的真传， 他所制作的茶具， 也多
次荣获国际国内大奖。 本书忠实
记录下了葛陶中追随顾景舟， 用
其高超技艺制作茄段壶的全过
程。

全书循着葛陶中的制壶脉
络， 现场还原了恩师顾景舟不凡
的制壶技艺， 为我们揭示出古法
制作紫砂壶的奥秘。 作者认为，

要做出一把精美的紫砂壶， 各环
节的工作都必须做到位。 首先，
要做好 “选泥 ” 这个重头戏 。
“选泥” 就是选择原材料， 看似
漫不经心， 其实很需要花一番心
思和技巧， 从挖矿土， 到整合为
泥， 再到千万次的捶泥， 每一步
都是耐心和技艺的大比拼 。 其
次， 是制壶的过程， 这个核心的
步骤最考验人的心性。 整个制作
环节， 前前后后需要经历千万次
的敲击和锤打， 一方沉寂的泥团
方能渐渐被制壶人巧妙地 “唤
醒”， 再经过一番精心的组装捏
合， 由打泥片， 到打身筒， 再到
打印章等十几道烦琐工序， 一把
手工制作的紫砂壶才算基本告一
段落。

紫砂壶， 虽则看起来不过是
一个普通的壶具， 但要真正把它
做好、 做精， 可没那么容易。 作
者在讲述茄段壶制作流程的同
时， 也将顾景舟等一代匠人的制
壶 “秘笈” 精心提炼出来。 令人
玩味的是， 在公众看来， 做一个
好壶， 手上功夫最为关键。 可在
顾景舟看来， 做壶者其实更需要
一份心性的涵养。 因为做壶是一
件雅事， 特别讲究一个安静祥和
的氛围， 正所谓境由心生， 做壶
者只有保持一份好的心情， 才能
做到慢工出细活， 做出精品。 他
还特别总结出 “三不做 ” 的戒
律， 即 “阴天落雨不做， 身体不
适不做， 心情不好不做”。 与其
说他们是巧夺天工的艺术大师，
不如说他们是珍爱大自然、 热爱
生活的美学家。 在几十年的艺术
追求中， 他们总是把最积极、 最
阳光的一面展示在一壶一器的制
作中， 从而用生命中的激情和饱
满， 创造出了一件又一件传世佳
品。

宁静的午后， 喝着紫砂壶里
溢出的清澈茶水， 展开 《做壶》
橘黄色的书封， 脑海中不由得涌
现出唐代大诗人王昌龄 《芙蓉楼
送辛渐》里的那句千古名诗： “洛
阳亲友如相问 ， 一片冰心在玉
壶。” 原来做壶 与 做 人 竟 是 如
此的相通 ， 做壶一如做人 ， 繁
华落尽见真淳 ， 人生大美简中
求。 这样想着， 一缕阳光照射过
来， 瞬间满室生辉， 心也不禁豁
然开朗……

2022年6月20日， 经过4年的
改扩建， 百年老站北京丰台站以
全新面貌开通运营， 成为了首都
城市新地标。 这座百年老站栉风
沐雨， 从繁华忙碌到归于沉寂，
又在新时代的瑰丽时光中脱胎换
骨，我见证了它的历史沉浮，它也
陪伴了我最为珍贵的人生时光。

上世纪80年代， 父亲在北京
铁路局工程处建筑工程段京铁一
队工作。 1982年我跟随父亲第一
次来北京， 就是在丰台站下的火
车， 沿着铁路线穿行丰台机务段
到父亲的工作驻地， 我与丰台站
的情缘就此开启。

当时的丰台站是京沪 、 京
广、 京原等铁路干线客货运的交
汇中心， 每天客车、 货车昼夜不
停地穿梭、 奔跑， 站内外一片繁
忙热闹的景象。 那时每次来看父
亲， 都是丰台站接纳我， 我与它
一次次见面与告别， 都是时光中
最温情的印记。

1988年底我来京工作， 手中
握着铁路职工乘车证， 坐着时速
60多公里的绿皮车 ， 一站又一
站， 丰台站耐心安详， 目送我远
去， 静待我归来。 那155公里往
返家乡和北京的漫长路程， 路的
两端是静静伫立的丰台站和翘首
期盼的母亲。

2010年6月20日 ， 丰台站停
止办理客运业务。 为了满足丰台
站改建工程和铁路运输的需要，
当年10月， 启动了丰台站第一次
大的过渡施工， 我所在的中铁六
局北京南站指挥部承担了此项重
任。 指挥部组织千余名职工， 从
10月8日到12月22日， 经过大小
30多次封锁要点施工， 顺利完成
了丰台站涉及京沪线、 京广正线
过渡拆除道岔施工任务， 为丰台
站改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2020年初， 新冠肺炎疫情突
如其来。 或许是命运的安排与巧
合，3月底， 中铁六局集团公司党
委一纸调令， 把我从浩吉铁路施

工现场带到了曾经 “战斗” 过的
丰台站改工程。 到指挥部上班的
第一件事，我撰写了《统筹抓好疫
情防控 全力提速重点工程 北京
铁 路 枢 纽 丰 台 站 改 控 制 性 工
程———全国首座六线简支钢箱拱
桥顺利完工》 的新闻稿， 被新华
社、 央视等中央和省部市媒体选
用， 在全国上下抗击疫情、 复工
复产的大环境下， 对树立良好企
业形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这是
我为丰台站献上的重逢之礼。

10年之后再回丰台站， 我很
珍惜这份情缘 ， 一年多的日子
里， 作为时任中铁六局丰台站改
项目党工委书记， 我把党建工作
融入生产经营、 疫情防控等中心
工作， 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
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同班子
成员日夜盯守在疫情防控和施工
一线， 把问题解决在一线， 为工
程各个节点顺利完成发挥了表率
作用。

在确保第三步过渡目标的日
子里， 我带领88名党员在各自的
岗位带头苦干、 实干、 巧干， 在

疫情防控 、 百日攻坚 、 千人会
战、 “三步过渡” 施工等关键时
刻， 用智慧和汗水攻克了一道道
难关， 7支 “党员突击队”、 4支
“工人先锋号” 和6支 “青年突击
队” 的旗帜在丰台站改现场高高
飘扬。 特别是2020年8月30日， 8
小时投入3000余人、 50余台大型
机械设备， 提前完成了丰台站京
广线、 京沪线第三步过渡施工任
务， 为丰台站开通运营奠定了坚
实基础， 赢得了国铁集团、 中国
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等各级
领导的肯定表扬。

我与丰台站的不解情缘， 注
定了我在人生路上与丰台站的相
知相守。 它见证了我所在的中铁
六局成长为铁路营业线施工王牌
军、 为中国铁路建设做出重要贡
献的峥嵘岁月， 我见证了它从北
京最早火车站 “变身” 为亚洲最
大铁路枢纽客站的历史荣光。 我
们还一同见证了中国铁路翻天覆
地的发展变化， 也必将见证祖国
交通事业的未来与荣光。

此情， 永不相忘。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钟芳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10年， 是
砥砺奋进的10年， 也是不断焕发
生机与活力的10年。 为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坚定自信地讲
好职工故事， 充分反映全市职工
踔厉奋发 、 笃行不怠的精神风
貌， 即日起， 本报面向全市广大
职工推出 “我这十年” 主题征文

活动。 只要您真真切切感受到这
10年给您的工作、 生活带来的变
化， 或是奋斗拼搏的勇气、 或是
干事创业的激情、 或是工会工作
的创新、 或是生活水平的提升，
那么， 请您将感受写出来， 将故
事讲给我们听。 字数控制在1２00
字以内为宜。

“我这十年”

因受疫情影响，企业停工停产期间职工工资如何支付？

查处随意倾倒建筑垃圾、生活垃圾违法行为

房山区城管执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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