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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构建新型监管机制 推进事中事后监管工作丰台区市场监管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和规范
事中事后监管的工作要求， 根据
北 京 市 事 中 事 后 监 管 联 席 会
议 办 公室及区政府工作部署 ，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稳步推进各项
工作。

健全工作机制 建立事中事
后监管联络员体系， 实行专人负
责制、 信息月报制， 于每月25日
前及时总结各部门动态后上报。

创新监管方式 健全以 “双
随机 、 一公开 ” 监管为基本手

段、 以重点监管为补充、 以信用
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 全
面归集市场主体监管数据并进行
分析运用。 加强 “双随机、 一公
开” 与信用风险相结合， 按照信
用风险分级分类确定抽查企业，
提高抽查企业的比例。

加强重点领域事中监管 丰
台区负责 “6＋4” 一体化综合监
管工作中两个试点场景的推进工
作， 即创新加强施工扬尘工地监
管和创新加强物业管理服务机构

监管。 物业服务综合监管施行六
项基本制度， 先行试点的5个小
区主要按照风险监管制度、 信用
评估制度、 分类分级监管制度，
对物业企业进行打分。 持续完善
施工扬尘监管体系， 建立健全风
险评估制度、 信用评估制度、 分
类分级监管制度， 坚持推广推行
一业一册， 完成了推行一业一评
以及一业一查、 一页一单工作机
制。

（李静）

幸福来敲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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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保祥

■奋斗者说·我这十年

十年前的夏日黄昏， 暴雨如
注， 我们一家人擎着各式各样的
“武器”， 将屋内的雨水引流到大
街上 。 老屋建于上个世纪80年
代， 饱经沧桑， 年久失修， 建新
房被排上了家里的日程表。

2013年春季， 经过全家紧锣
密鼓的筹划， 于春节后仅用了一
周时间便拆了老屋。 与拆房同时
进行的， 便是各种各样的建房原
材料卸满了院子门口。

打地基当天， 风和日丽， 亲
朋好友竞相前来帮忙， 铁锹、 镐
头、 锄头齐上阵， 打夯机像一只

怪兽一样匍匐前进， 而搅拌机不
停地喘着粗气。

接下来的3个月时间里， 施
工队伍像陀螺一样旋转于工地现
场。 大方典雅的红砖们被师傅们
整整齐齐地罗列在沙浆中间。 母
亲不停地烧着锅台， 为师傅们煮
着绿豆汤降温。

7月， 工程基本竣工。 灰头
土脸的垃圾被统统送到垃圾堆
里 ， 新房被我们打扫得一尘不
染。 我与妻子穿梭于楼上楼下每
一个房间： 这间是主卧， 中间一
间孩子用。 厨房餐厅相连， 冰箱

与跑步机可以做邻居。 楼上向阳
那间是书房， 一定要准备一个现
代化的茶台， 老友小聚， 坐在书
房里， 茶香袅袅， 阳光直射在每
一本书页上， 温馨浪漫。

院子西边， 自家宅基地上，
尚有一块巴掌大的土地， 母亲像
发现新大陆一样， 早早撒下小白
菜 、 香菜的种子 ， 不消几天工
夫， 密密麻麻的青菜叶子便钻出
了土地。 在这样一个和谐崭新的
环境里， 它们无忧无虑、 自由潇
洒地生长。 在装修的间隙里， 妻
子在院子里种上了一棵桂花树，

时值八月， 桂花的香味将整个小
院缠绕。 几只小燕子在新家的屋
檐下久久徘徊， 早已经选好了来
年春天的家。 而第二年春天， 在
你不经意间， 燕子便衔了新泥将
家安在了檐头下。

一个村庄没有水， 就如同鱼
离开了海。 若干年前， 村里一直
喝着苦井水， 水苦且酸涩。 2013
年， 村里新打了井， 新井的深度
延伸到了200米。 水上来了， 甘
甜如蜜， 村里人奔走相告， 背井
离乡的人们也重新回归故土。 到
了2015年， 村里通了自来水， 一
根根管道延伸到了家家户户门
前， 水龙头打开， 水声潺潺。 村
口那口老井彻底退休了， 有人想
拆了， 最后被当作文物保存了下
来。 那毕竟是村庄变迁的见证，
“吃水不忘挖井人”， 我们不能忘

记它的功绩。
村南有一条河叫孟姜女河，

河水一直臭味难耐， 城里的工业
用水曾经如数排入河中无人治
理， 环境污染严重， 周围寸草不
生 。 有人曾经抽了河水浇灌玉
米 ， 结果玉米全部枯死 。 2017
年， 环保部门介入， 对城区的工
业排水进行彻底治理。 3年时间，
原来的臭水变成了绿水， 沿河两
岸花红柳绿， 河中竟然出现了鱼
的影子 ， 三三两两的钓鱼爱好
者， 在黄昏时分坐在河边垂钓。
与过去相比， 简直是天渊之别，
这样的环境宜居怡人， 让人心驰
神往。

过去十年， 越来越多的人感
受到了 “幸福来敲门” 的喜悦。
而每一个幸福的微笑， 都是这个
时代最好的注脚。

□何雅君 文/图

职工食堂， 是一个让人倍感
亲切的字眼。 这里没有争奇斗艳
的菜谱， 有的是糖油饼豆腐脑只
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我们食堂那
个味儿”， 这里是大锅菜炖出的
家常味道， 是一碗西红柿炒鸡蛋
配米饭的舒心， 是几名职工围坐
谈笑佐餐的自在。 职工食堂， 为
员工提供的不仅是一日三餐的能
量补给， 还是一处可以闲话家常
的休憩之地。

就像每个家庭的餐桌都有一
个主理人一样， 杨师傅就是我们
职工食堂的主理 。 不到40岁的
他， 已经在这个岗位上干了七八
年， 细心的杨师傅可以说对大家
的偏好、 口味了然于胸。 用餐时
间， 勤快的他在食堂往来穿梭，
十几斤重的餐盘他两手一拎就能
到位。 眼观六路的他不时拿起对
讲机通知后厨补充菜品， 让进入
餐厅的职工随时吃上热乎乎、 刚
出锅的饭菜。 疫情防控以来， 杨
师傅又多了一项任务———给隔离
的同事送餐。 每次杨师傅都会根
据提前了解的员工喜好， 准时送
去可口的爱心餐。 吃过隔离爱心
餐的同事都说， 隔离期间杨师傅
送去的 “惊喜” 是枯燥生活里最
大的慰藉。

做一锅好饭得益于一支稳定
的厨师团队， 杨师傅说起队伍的
管理 ， 呵呵一乐 ， 一句朴实的
“没有什么大道理， 多夸夸大家
就有了嘛！ 比起挣钱多少， 干得
舒坦才能留住人”。 相互间的信
任与默契， 体现在厨房， 就是一
粥一饭稳定的品质。

一天三顿饭， 四季更迭， 职

工食堂餐台上一直都有一个不变
的角色———小米粥。 冬日里喝一
碗热热的小米粥， 满身的寒气瞬
间被驱赶 ， 夏日里喝一碗热米
汤， 被暑热困住的脾胃得到抚慰
般苏醒， 胃口慢慢被打开。 谁有
个头疼脑热， 同事们会奉上一句
“去食堂喝碗小米粥就好了”。

说起这小米粥的秘诀， 杨师
傅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 不过是
花时间 “熬” 而已。 细聊下来，
每天三锅粥， 每顿的稀稠都是有
讲究的， 至于熬粥的时间， 是最
不能简省的， 米粥的粘糯金黄除
了米好， 无意间， 杨师傅吐露出
最关键的那个条件： “用心了，
啥都能干好。”

如今的食堂不仅要让职工吃
得开心， 还要吃得健康， 这点从
食堂早餐的小菜上就可见一斑。
杨师傅说为了让大家少摄入盐，
他们在传统咸菜上首先做了改

变———食堂自制醋泡花生米、 腌
萝卜、 泡姜等， 用醋、 少量糖代
替食盐， 一方面风味做了调剂，
一方面满足大家吃得健康的需
求。 食堂早餐还配置了3款凉拌
小菜， 搭配豆制品、 果仁、 新鲜
蔬菜等， 是严格按照 《中国居民
膳食指南》 的推荐做的食谱， 可
以骄傲地说， 我们食堂的早餐绝
对不亚于三星级酒店的水准。

单位里山西籍的员工不少，
杨师傅用家乡的美食让他们安
心。 黄米糕、 莜麦面， 每周都会
出现在职工食堂。 祖籍山西的同
事说： “在北京的饭馆也没找到
好吃的刀削面， 就咱们食堂是我
们老家那个味儿。” 杨师傅颇为
得意， 咱们那个卤子， 是花功夫
熬了好几个小时的。

吃出家的味道， 营造家的氛
围， 杨师傅和他管理的职工食堂
做到了。

暖心食堂

草木可亲

□甘武进

“我用指甲轻轻地抠了柳
条暗褐的表皮， 一下子露出鲜
嫩的绿。 春天， 已不声不响地
藏在柳条里。 抠出来的鲜绿，
似要给我证明一句诗： 侵陵雪
色还萱草， 漏泄春光有柳条。”
这段温情的文字读来让人感到
温暖， 那是对植物发自内心深
处的一种喜欢。

《植物， 不说话的邻居》
这本书是植物专家、 科普作家
祁云枝首部生态文学著作。 多
年前 ， 祁云枝来到西安植物
园 ， 和形形色色的植物打交
道。 她越了解植物， 就越喜欢
植物 。 与植物没有腿无法移
动、 没有嘴无以言说的外形相
反， 植物的生命， 蕴藏着生长
的无限可能， 也蕴含着惊人的
智慧和哲学。 就比如崖柏， 在
绝壁缝隙里生长， 它需要时刻
调动根脚与腰肢联合用力， 维
持树身的平衡， 分散狂风的撕
扯， 应对冰雹雷电的打击。 它
需要让所有的叶子最大限度地
接收阳光……原来， 在人和动
物之外， 植物一样要为生存付
出努力。

植物一生面临的最大的不
公平， 是出生地的不公平。 如
沙生植物， 不是它们选择了荒
漠， 而是荒漠选择了它们。 求
生， 是每个生命的原始欲望，
植物为了适应荒漠恶劣的生存
条件， 需要不断演化出相应的
生存对策。 如叶子越来越小，
直至退化。 就像梭梭， 它身上
的绿色， 不是树叶， 是枝条，
这样可以减少水分蒸腾。 而黄
柳， 它的主根可以钻到沙土下
三四米深， 水平根能伸展到二
三十米开外， 不仅能更好地站
稳脚跟， 而且可以多方位捕捉
稀有的地下水资源。

类似的对植物习性的准确
切脉与再现， 尤其对于那些在
自然界具备独有的生存、 繁殖
之道的植物， 生存法则与自然
之道如此贴近， 它们不仅值得
人类学习， 其生存秘密更值得
人类敬畏 。 生长在草原砾石

地、 半荒漠沙地及盐碱地等处
的甘草， 生命时刻处于自卫状
态 。 在我们眼睛看不到的地
下， 甘草用横七竖八的根， 构
建了一个超级网国———根之
网， 网罗周围的水土， 也让甘
草根具备了性平味甘的骨性。
甘草的根系， 一旦拥有了水和
土， 根尖就呈几何倍数分糵，
像烟花一般炸裂。

每一次与植物的珍贵遇见
中， 作者的目光皆会生长出根
系， 进而驻扎在内心情感的河
流之中。 “只要来到这片熟悉
的园林， 我就会被这里的静谧
感染， 视觉和心底有关安宁的
管道， 会情不自禁地开启。 如
一片雪花在空中飘飘摇摇后，
终于落在了林子里， 开始享受
一段静时光……”

植物生来不是为了让人类
爱怜的， 而是让人类尊重并爱
护的。 爱默生曾经说过： “商
人和律师从街道上的喧嚣和奸
诈中走出来， 看到了天空和树
林， 于是又恢复为人了。” 启
蒙运动时代的重要思想家卢梭
曾经说过： “由自爱产生的对
他人的爱 ， 是人类正义的本
源！” 崖柏、 紫藤、 红豆杉珙
桐、 木槿、 荇菜……这些在人
们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植物， 它
们静默无语却坚韧、 美丽、 聪
慧， 与万物平等， 一同生活在
这个世界， 协同生长， 相守相
伴。

———读《植物，不说话的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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