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春岁月

·广告·

近日，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举
办丰台区2022年 “全国安全用药
月” 宣传活动线上启动仪式， 北
京市药监局办公室主任林松， 丰
台区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 副局
长赵冬梅， 相关业务科室及市场
所相关负责同志， 全区药械经营
使用单位、 群众代表500余人通
过云端参加活动。

林松表示， 第12个 “全国安
全用药月”， 北京将以 “安全用
药 同心同 行 ” 为 主 题 ， 开 展
“药监政策进园区” “药学大篷
车进社区” 等活动， 推动药店为
群众提供药品安全科普服务， 宣
传药品监管工作举措和成效。

赵冬梅指出， 丰台区市场监
管局始终以 “四个最严” 的工作
要求监管药品安全， 在丰台区委

区政府的领导与市药监局的指导
下， 在丰台区市场监管部门的努
力付出下， 丰台区药品安全监管
工作平稳有序。 下一步， 丰台区
市场监管局将组织开展系列宣传
活动， 与企业群众一同推动药品
安全社会共治， 建立全方位、 立
体化药品安全宣传格局。

启动仪式上， 丰台区市场监
管局执法人员、 药店店长和卢沟
桥街道群众三方代表分别对药品
安全监管、 药品经营管理和购药
用药体会作了发言。

启动仪式结束后， 药械市场
科相关负责人对丰台区药品经营
企业开展 《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
理办法》 宣贯培训， 引导药品网
络销售合法合规， 保障公众用药
安全。 （张悦）

举办2022年“全国安全用药月”线上启动仪式

■工友情怀

饮食是生活的万花筒
□李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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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里的坚守
□靳迪 文/图

12月7日 ， 二十四节气中的
大雪， 张家口地区的室外温度低
至零下11℃。

“您好， 我是下花园北站驻
站巡检员， 刚才巡检时我发现车
站供热管道内压力不稳， 室内温
度也开始往下掉， 我怀疑是系统
管路存在漏水点。” 一大早 ， 北
京房建公寓段京北房建检修车间
张家口高铁检修工队就接到了张
家口车务段下花园北站打来的紧
急电话。

用 “紧急” 二字并不为过 ，
近一段时间来， 受寒潮影响， 张
家口地区室外温度最高不足0℃，
最低已接近零下20℃， 如果车站
内供暖 “不给力”， 将严重影响
旅客的候车体验和干部职工的工
作秩序。 得知情况后，检修工班队
长温东江立即打起精神， 组织工
班的赵海鹏、宁全成、籍平、吕胜
军等人乘车前往下花园北站。

“上个月车间刚组织开展管
路抢修应急演练， 趁着坐车的工
夫， 大家再回忆一遍作业流程和
标准， 另外我再强调一下安全注
意事项……” 即便是在路上， 温
东江一班人也不闲着， 抓紧做着
“战斗” 前的准备。 此时他们的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以最快
速度完成抢修， 绝不能让旅客和
职工们受冻。

8时40分 ， 检修工班抵达下
花园北站 ， 在全面排查漏水点
时， 吕胜军发现站房东侧供暖井
内有热气冒出， 而且井内还囤积
了不少水。

“马上关闭供水阀门， 先用
潜水泵把供暖井里的水抽干 。”
找到了故障的 “蛛丝马迹”， 温

东江立即指挥大家分头行动起
来， 有人负责关闭阀门， 有人开
启潜水泵抽干井内积水， 还有人
拿出气体检测仪对井内气体进行
检测……等一切就位后， 温东江
穿戴好安全帽、 头灯、 雨鞋， 带
着管钳、 扳手等工具一马当先钻
入井中。

尽管井水已被抽干， 但井内
密布的雾气仍然遮挡着人的视
线 。 于是温东江 “手眼并用 ”，
一边眼睛找、 一边手上摸， 凭借
多年的检修经验， 没过多会儿 ，
他就找出了设备的 “病根”， 原
来是供热管线上的法兰胶垫老化
破损， 这才导致管路跑水。

随后， 在宁全成的协助下 ，
两人仅用时几十分钟， 就给管道
换上了新的胶垫， 彻底消除了管
道漏水的故障。 只是从供暖井出

来时， 他们的衣服已被水汽完全
浸湿， 走在天寒地冻的室外， 身
上还裹着冰凉的湿衣服， 那种滋
味别提有多难受了。

顾不上擦拭衣服， 他们赶忙
打开供暖阀门、 仔细检验水流情
况， 并对候车室供暖系统末端进
行排气处理， 眼看着候车大厅温
度计一点一点爬升到18℃后， 检
修工籍平兴奋地向室外的工友们
大声喊道： “候车室和办公楼的
温度已经达标， 设备运转一切平
稳。”

听完这句话， 众人悬着的心
这才踏实下来。

“工长， 你这衣服上都结冰
了 ！ ” “哈哈 ， 你不也一样 ！ ”
……大家你一言 、 我一语地说
着、 笑着， 寒风依旧， 每个人的
内心却是暖意融融。

读 《食见生活》， 像在观
望生活的万花筒。 日常的饮
食， 蕴含万千学问， 食材的
选择、 烹饪的手法、 健康的
食用， 这些饮食的细节实则
也是生活的细节， 主导众生
成长的饮食， 呈现出世间的
万般姿态。

资深美食达人李继强最
新出版的 《食见生活》 是继
他所著的 《吃的智慧》 后又
一重磅力作。 本书包括 “洞
见食物” “美味心经” 等四
章， 作者以其丰富的专业背
景和经历， 凭着自己对美食
的理解和热爱， 广泛的兴趣
爱好和独到的眼光， 把自己
在生活中与美食发生的种种
好玩的 “相遇”， 通过一个个
精彩有趣的故事呈现， 努力
找寻生活的意义和美好。 本
书以食育人， 以食滋养生活，
种种讲述， 直指 “会吃才会
生活” 这一大道至简的生活
智慧。 他在 《食见生活》 中
写到， 希望书中的观点能被
读者细心品味 、 耐心消化 ，
使之成为滋养生命的养分。

食物需要咀嚼， 生活同
样需要咀嚼， 一个人的心情，
同样与食物一样， 可用酸甜
苦辣咸形容 。 李继强感到 ，
要以修行者的姿态对待美食，
当人生在高潮或低谷时， 都
不妨动手去做饭菜， 哪怕熬
一锅粥都是人间妙事。 他以
写就 《陶庵梦忆》 的明代才
子张岱举例， 其少时生活奢
侈， 年近五旬， 因朝代更替
而家道破落， 布衣蔬食的张
岱并未消沉， 他照样把日子
过得有声有色 。 由此来看 ，
美食有时并不是珍馐玉食 ，
繁华退却后的粗茶淡饭， 亦

是人间至味。
李继强在书中说 ， 曾有

读者跟他分享， 她曾发誓绝
不像母亲那样， 把最美好的
年华全都浪费在一饭一蔬里，
待到她成家后， 才发现锅碗
瓢盆里寄托着人全部的情怀
和生活的意义。 家常饮食是
足令世人感到骄傲和自豪的
事情， 往大处说， 构建和谐
的、 繁荣的社会 ， 离不开时
刻抚慰人心的家常味道 ， 正
所谓家和万事兴。

《食见生活》 始终强调，
一饭一蔬是值得认真对待的，
它鼓励着所有奋斗的人们 ，
它或许平凡， 或许简单 ， 但
却蕴含巨大能量， 让人生充
满无限可能， 让生活充满智
慧光芒。

看过一篇报道， 湖南益阳的
一对夫妻， 在学校门口开了一家
文具店和早餐店。 天气转凉， 店
主发现每到放学时间便会有孩子
站在店门口等校车， 遇到恶劣天
气时看着孩子们站在外面冻得瑟
瑟发抖， 店主很心疼。 于是把早
餐店变成了孩子们放学后的 “温
暖驿站”， 除了免费提供桌椅和
热水， 有时还会拿出包子和馒头
给孩子们吃， 孩子们把这里当成
了 “临时自习室”， 就这样， 她
送走了一届又一届学生， 还想一
直做下去。 这位女店主的善举，
让我想起了母亲和 “村嫂帮帮
团”。

为什么有 “村嫂帮帮团 ”？
什么情况下成立的？ 这还要从上
世纪八十年代说起。 那时， 我们
村的小学校舍比较简陋， 冬天窗
户四下漏风， 学校也没有食堂，
就连学生喝水都成问题， 要么自
己想办法带一些， 要么一天都要
忍着渴。

我家就住在学校附近， 下了
课， 很多学生都跑到我家喝水，
这可让奶奶犯了愁。 因为我家的
水也来之不易， 每桶水都是母亲
从村头深井里一桶桶拉上井面，
然后再挑回家， 每天要挑八桶水
才能保证缸里不缺水。 更因为还

都是小学生， 不太懂事， 用水瓢
一人盛大半瓢水， 喝不完就随手
泼到地上。 母亲说娃们喝水不心
疼， 水洒在地上就浪费了。为此，
母亲特意在缸上贴了纸条： “节
约用水， 喝多少舀多少。”

浪费水的问题解决了， 后来
又出现了新的难题。 十分钟的课
间时间很紧张， 娃们也怕迟到挨
老师批评， 都想早点喝到水赶快
回学校上课， 导致那些调皮的孩
子因争着喝水打架， 这让母亲很
为难， 不让喝吧， 孩子们渴着，
给他们提供方便吧， 个别孩子争
抢打架可不好。

晚上， 母亲问当教师的父亲
有没有好办法让娃们既喝上水又
不耽误上课？ 父亲想了想说， 唯
一的办法就是缩短路上的时间，
让学生们在学校就能喝上水。

第二天上午， 母亲拿出卖鸡
蛋攒下的钱拉着板车到集上买了
一个大水缸， 直接放在了学校院
子里。 水源怎么解决呢？ 学校里
也没有井， 校长不好意思再麻烦
母亲 ， 本打算让老师们轮流挑
水， 但从三米深的井里把水打上
来， 不仅是力气活更是技术活，
没点技巧 ， 水桶根本扣不进水
里 ， 桶里无法进水或者进水很
少， 老师们做不来。 母亲就主动

承担起每天早晨给学校送两桶水
的任务。 天凉了， 母亲还会每天
烧一大锅热水挑着送去。

一年半载后， 母亲的行为感
动了附近的邻居， 几位村嫂也加
入到了送水队伍中。 她们5个人
一商量， 成立了一个挑水队， 排
上值日， 一人一天轮流给学校义
务送水。 村嫂们都很热心， 经常
凑到一块念叨怎样为孩子们服务
好， 让娃们能静下心好好学习。

后来生活条件好了， 村嫂们
又义务送绿豆汤， 夏天为大家消
暑。 校长感激地把这个挑水服务
队称之为 “村嫂帮帮团”， “帮
帮团” 的村嫂们也都很开心可以
为小学尽一份力， 让她们感到自
己很有价值。

从母亲一人为学生挑水发展
到 “村嫂帮帮团”， 由开始的井
水到后期的绿豆汤， “帮帮团”
成员不断增加， 成为村里的一道
风景线， 更成为大家传颂的一段
佳话。 她们坚持了整整三年， 直
到学校重建， 学校打了压水井，
这个 “村嫂帮帮团 ” 才从学校
“光荣退休 ”。 但她们并没有解
散， 又开始为村里的孤寡老人服
务， 她们就像一粒粒爱的种子，
在广袤的大地上生根发芽、 不断
成长……

“村嫂帮帮团”
□□蔡蔡淑淑娟娟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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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李继强 《食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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