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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可以请事假、 病假、 年
休假、 协商待岗。

可引导员工请事假。 如用人
单位无特殊规定或约定， 事假期
间是无薪的， 社保正常缴纳， 用
人单位应注意保留员工申请事假
的证据， 如电子邮件， 录音录像
等。

可引导员工请病假。 有些员
工处于病毒感染恢复期， 也可能
身体不舒服而休病假， 此时， 用

人单位应提示员工按照规定提供
休病假的材料， 如诊断证明、 缴
费凭证等。 病假期间的待遇也要
先看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有无特殊
约定或规定， 如果没有， 那就要
看劳动履行地当地关于病假待遇
的政策。 病假期间不得以少于最
低工资的80%向劳动者支付病假
待遇。

可安排员工休年休假。 员工
休年休假期间视为出勤， 应发放

全薪。 用人单位应当留存员工申
请年休假或者用人单位安排员工
休年休假的证据， 如年休假申请
单、 通知单、 销假单等。

可协商一致待岗。 如部分员
工未复工时间较长的， 企业经与
职工协商一致， 可以安排职工待
岗。 待岗期间经与职工协商后签
订 《待岗协议 》 或变更劳动合
同， 约定待岗期间的待遇。

（房司司）

俗语说： “逢山开路， 遇水
搭桥。” 可见对于人们的交通出
行而言， 在自然界中的主要障碍
便是山与河， 而建筑桥梁， 无疑
是突破河流天堑的最主要且最有
效的手段。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
天， 各种巧夺天工的大小桥梁星
罗棋布， 为人们的出行提供了便
利条件。 那么， 桥是如何起源、
发展进而达到顶峰的呢？ 它们与
古代曼妙无比的诗文又有着怎样
的关系？ ……要解答这些问题，
翻开 《桥上桥下的中国 》 这本
书， 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思路
和答案。

作者李晓杰， 复旦大学中国
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此书从桥
梁起源和它们在我国古代的发展
与演变讲起， 从古今史话、 营造
之术、 建构之妙、 诗中赏桥、 佳
话典故、 神仙传说等方面， 让中
国桥梁之美跃然纸上。

书中说， 我们现在中国境内
看到的最早的桥梁形态， 应该是
在距今4000多年前新石器时期的
陕西西安半坡村。 因其建筑物的
周围挖有深、 宽各五六米的大围
沟， 出行必然就会有简易桥梁。
而到了有文字记载的时代， 诸如
梁桥、 浮桥、 索桥等多种形式的

桥梁都逐渐出现了。
隋唐两宋时期， 是我国古代

桥梁的全盛时期。 石拱桥的建造
技术， 在隋代可谓是登峰造极。
最为有名的两座桥梁： 一是建于
隋文帝开皇四年 （584年） 的小
商桥， 另一座便是始建于隋文帝
开皇十五年 （595年）， 竣工于炀
帝大业二年 （606年） 的河北赵
州安济桥。 赵州桥历经1400年风
风 雨 雨 ， 是 世 界 上 保 存 最 完
整 的 单孔坦孤敞肩桥 。 可以说
这是座高度科学性与完美艺术性
相结合的古代桥梁的典范杰作，
设计与建造这座桥梁的工匠李春
等人也因此青史留名 ， 永载史
册。

材质各异 、 各型各式的桥
梁， 遍布各地。 它们美轮美奂，
点缀着青山秀水， 为文人墨客提
供了创作的灵感， 留下了许多与
桥梁有关的优秀作品， 生动传神
地描绘桥梁本身的雄伟壮丽， 让
我们能清晰了解这些桥梁所记录
的历史记忆和它们过去的光辉岁
月。 古时的西安灞桥， 与雪紧密
相连。 如范成大诗： “为何灞桥
风雪裹， 何如田舍火炉头。” 而
我国古代因诗扬名的桥梁， 当属

苏州枫桥， 因张继一首 《枫桥夜
泊》 而名扬天下。

桥梁在给予人们跋山涉水、
化天堑为通途的同时， 也和历史
上的许多著名人物、 典故结合在
一 起 ， 构 成 许 多 动 人 的 历 史
故事。 司马相如是汉代著名的文
学家 ， 在他生活的地方———成
都 ， 有 一 座 桥 与 司 马 相 如 有
关， 那就是驷马桥， 其原名 “升
仙桥 ”。 当初司 马 相 如 凭 借 同
乡引荐 ， 被汉武帝赏识， 在应
诏前往长安之时， 司马相如在升
仙桥上留下 “大丈夫不乘驷马高
车 ， 不过此桥 ” 的立志题词 。
后来 ， 他从该桥凯旋 ， 衣锦还
乡， 荣归故里， 实现了当初自己
题诗的志向。 到了北宋时， 成都
知府京镗重修此桥， 改桥名为驷
马桥。

书中还介绍了中国古代在桥
梁方面的技术成果和悠久文化，
对桥梁的形制、 结构、 功能、 审
美、 历史、 文化以及民族特色等
作了深入浅出的讲解， 无论是对
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传统技术，
还是对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
来说， 都是近年来有关这一领域
不可多得的普及型读物。

·广告·

房山区司法局

天还没亮时， 一点光亮透过
门缝隐隐地露出。 我知道， 母亲
又在做早饭了。

我听不见声响， 母亲把锅与
铲的碰撞声藏得很好， 但是饭香
已经探到了我的鼻尖 ， 把我唤
醒。 受限于手艺， 母亲不会做花
哨的菜肴， 只会炒饭， 但她愿意
多花费一些心思。 “切点包菜，
再打两个鸡蛋， 放上玉米粒、 火
腿肠、 胡萝卜丁。” 我能想象母
亲喃喃念叨着配料的场景， 而这
一切， 都在半小时后摆在了我的
眼前。

记得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连着一周加班， 早上根本没时间
做饭， 有时连在路边买早餐的时
间都没有， 只能饿着肚子撑过一
个上午。 那时我才意识到， 一顿
在我醒来后就能立刻吃上、 营养
还比较均衡的饭是多么珍贵。 可
惜在此之前， 我总嫌弃母亲做的
炒饭不够上档次， 而偏爱街上卖
的手抓饼和奶油面包。 为此， 还
和母亲闹过不少别扭。

母亲的嘴很 “毒”， 喉咙里
像是常年堵着一团乌云 ， 平日
里， 很难有好听的话从她的嘴里
蹦出来 。 在降温的时候 ， 她会
说：“再不穿衣服，冻死你活该。 ”
在我发烧时， 她会说：“怎么没再
高上几度，难受吗？就是要让你长
点记性。 ”在我考试没考好时，她
会说： “我该说的都已经说了，
你要是再不努力， 以后没工作去
要饭也别来烦我。” 但她还是会
陪着我写完作业， 检查一遍后再
给我打水洗漱。 我生病时， 她会
陪我打点滴到凌晨3点， 为了防
止睡着， 她就一直站在我身边注
视着点滴。 等我醒来时， 点滴已
经换了两瓶。

去年， 我捡到一只小猫带回
家， 母亲看见了， 久久地盯着小
猫，皱着眉头说道：“赶紧送走，养

你都把我累得要死要活了， 我可
没有闲工夫伺候它。 ”但几天后，
母亲就主动陪小猫玩起了逗猫
棒， 还给我发来了小猫匍匐在她
腿上睡觉的视频，炫耀道：“看看，
咱家小猫和我多亲呀！”我竟然有
种失宠了的失落感。

前些天， 读到一篇文章：“我
知道，只要我活着一天，她便不肯
委屈我一秒。” 想到母亲的 “毒
舌”， 不禁莞尔一笑。 回想这么
多年， 母亲的爱一直很隐晦， 说
得好听些， 是融入了生活的点点
滴滴 ， 直白地讲 ， 就是被她的
“毒舌” 遮掩得严严实实。 我从
理智上能懂得母亲对我的呵护 ，
在生活中却难以捕捉到这份爱的
证据， 它们散落成一地的细节，
在锅碗瓢盆之间、 在卧室厨房的
角落。

以至于当我写赞美母亲的文
章时， 脑海中浮现的， 仍是儿时
在作文中写下的那一两个故事，
比如母亲顶着暴雨暴雪背我去医
院。 当我说给母亲听的时候， 她
哈哈大笑， “你写这个写那个，
还不如早上给我做顿早饭呢， 睡
得比猪还沉。”

转念一想， 母爱本身并不需
要这些超出日常范畴的故事才能
去论证， 它不是奇迹， 不是丰功
伟绩， 它就像水与电一般， 贯穿
在我每一天的生活里。 而我的健
康成长与平安幸福， 不都是母爱
最坚实的证据吗？ 它的伟大， 就
在于它的平凡。

如今， 我很享受和母亲待在
一起摆弄花草 、 逗猫 ， 或者发
呆。 她闭上眼睛晒太阳的时候，
会想什么呢？ 是酝酿一些笑话我
的新句子， 还是在想明天早上的
蛋炒饭， 她准备加些什么调料？

反正， 她肯定不会想， 要不
要去理发店把她头上渐多的白发
染黑， 让她显得年轻一些。

桥梁之美跃然纸上

□甘武进

———读李晓杰《桥上桥下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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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缆守护人
□赖雨冰 文/图

“光缆安全 ， 大通道就安
全 ”。 对于铁路行车安全来说 ，
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传输光缆，
无疑是通信维护任务中的重中之
重， 现年49岁的吴良斌就是其中
一名 “守护人”。 作为集中检修
工区的高级技师兼工长， 他已经
默默守护光缆29年， 扎根基层、
披星戴月， 以故障为命令， 随时
奔赴在抢修第一线， 保证着通信
大通道的安全。

参加工作至今， 吴良斌荣获
段、 车间先进个人、 先进班组长
等荣誉19项 。 因为工作成绩突
出， 今年5月， 他被车间推荐参
选 “奋斗榜样”。

通信车间管辖通信线路长达
189公里， 区间隧道多、 桥梁多，
地形复杂， 而光缆维护最怕遇到
机械施工， 一不小心， 很容易发
生光缆挖断事故。 特别是随着汲
铁工程和过轨工程的增加， 无形
中增加了光缆的安全隐患。 为了
保护好光缆， 吴良斌带领工区人

员天天奔走在区间， 对光缆危险
地段进行调查 、 建档 、 加封加
固。

5月10日至13日， 气象部门
发布暴雨天气预报， 为应对提前
到来的“龙舟水”，做好通信安全
防范工作， 吴良斌根据段和车间
防洪要求，坚持“防、避、抢”工作
主线， 一方面做好应急值守和抢
险准备， 一方面带人到防洪点和
重点场所巡查看守， 在工区和现
场连轴转， 一守就是５天。

5月11日上午10点， 大雨倾
盆 ， 担心防洪点区域的光缆安
全， 吴良斌冒雨涉水前行， 工区
同事都劝他等雨停了再到现场检
查， 但吴良斌说： “雨越大越要

到现场防控， 才可以实时掌握光
缆的安全。” 在大雨中观察了一
上午， 当确认光缆径路安然无恙
时， 他才一身水一身泥回来。

如果说雨天要重点查看光缆
径路的话， 在晴天， 吴良斌也不
放心光缆， 每天冒着酷热， 沿着
铁路线巡视， 一旦发现光缆包封
出现开裂， 他就会赶紧采取加固
措施。 发现桥槽上线盒脱落， 他
二话不说， 即使到了下班时间也
要包扎保护好才肯离开。

说起区间光缆状态， 吴良斌
如数家珍， 随便报个公里数， 他
都知道哪个地段是防洪重点， 哪
个地段有施工， 哪段光缆必须重
点关注， 他说： “光缆安全容不

得一丝侥幸， 光缆故障是牵一发
而动全身， 所以不能放过任何一
丝安全隐患， 必须时刻保证光缆
安全。”

除了日常维护， 对于吴良斌
而言， 最忙最辛苦的当属半夜处
理区间光缆故障 。 4月的一天 ，
由于工地施工影响， 京九线20芯
光缆发生机械损伤故障。 夜黑山
高， 作业环境特别昏暗， 吴良斌
携带着光缆接续所需的融接盒等

材料赶赴现场， 在昏暗的头灯下
接驳光纤， 凭借着高超的技术，
吴良斌顺利地将光纤接续好。 看
着头灯下一条条细如发丝的光纤
恢复如初 ， 吴良斌这才放下心
来， 抬头时才发现脖子因为长时
间一个姿势而僵住了。

从事光缆维护29年， 吴良斌
半夜抢修光缆故障数不胜数， 但
他说 ， “看着一条条光纤被连
通， 行车安全得到了保障， 真的
非常激动， 觉得自己学有所用。”

吴良斌有一手光缆维护的
“硬本领”， 为了尽快提高职工队
伍的技术技能素质和创新能力，
吴良斌主动担起 “导师 ” 的责
任 ， 当起了 “领头雁 ” ， 通过
“传帮带 ” “师带徒 ” 等方式 ，
多渠道、 分层级加快培养光缆维
护高技能人才。 这几年， 吴良斌
成了大家学习的榜样。

而面对众人的赞誉， 吴良斌
说： “我只是做好了自己分内的
事 ， 比别人多了一份责任心而
已。”

■
家
庭
相
册

母母爱爱
在在平平凡凡中中生生香香
□□李李小小鹏鹏 文文//图图

疫情期间用人单位只能安排部分职工上
班，剩下的职工不能返岗复工该怎么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