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告·

把雪山讲给世界

□张放

———读《在雪山和雪山之间》

门头沟区城管执法局 开展文明游园执法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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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雨冰 文/图

“抠门”的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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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5月 ， 因为工作关系 ，
我调到集中修工区工作 ， 按惯
例， 工长指定了工区的高级技师
肖工教我业务 。 早就听闻肖工
“抠门”， 真正接触后， 才发现江
湖传闻并非虚构， 但他的这种行
为在我看来却是那么高尚。

记得那是盛夏时节， 有一次
我们到区间进行光缆线路巡视。
那是一段长达八公里的线路， 因
为天气炎热， 按计划， 我们早上
6点出发， 就是希望在太阳还没
那么晒的时候早点巡视完毕。 因
此一路上 ， 我都在催促肖工快
点， 赶紧完成巡视任务回去。 然
而肖工并不理会我， 一米一米地
认真察看光缆情况， 观察光缆桥
槽有没有生锈， 盖板严不严实，
镙丝松动了没有， 水泥包封有没
有开裂。 一旦发现包裹光缆的水
泥包封有裂缝， 肖工就会赶紧掏
出手机拍照， 并在本子上记录下
公里数。

拍照和记录无可厚非， 这是
日后做包封补强工作时的数据。
但做完这些， 肖工还会拿出卷尺
量开裂的长度、 宽度。 很不理解
肖工为什么要做这些在我看来画
蛇添足的事情， 要知道， 包封时
用水泥一把抹平， 与长度和宽度
没有直接关系。 7月的天气，太阳
像火球一样悬挂在头顶上， 加上
铁轨的物理反射， 我早已汗如雨
下， 肖工仿佛没有感觉到烈日的
暴晒， 他蹲在水泥地上， 把丈量
到的数据详细地记录好后， 才对
我说： “量开裂的长宽是为了精
准计算水泥沙子的用量， 要知道
我们做维护工作的， 材料精打细
算一年能替单位省下一大笔钱
呢。现在铁路建设如火如荼，到处
要用钱， 省下来把钱用到刀刃上
才对，再说工作必须认真细致，通

信光缆关乎行车安全， 应付了事
的话安全就得不到保证， 乘客也
就不会认可我们铁路。” 肖工的
一番话把我说得无地自容。

肖工还有个 “捡破烂” 的习
惯， 工区同事喝的饮料瓶， 他一
个一个收集起来， 如果见到垃圾
箱里有废纸板， 他也会捡起来攒
着卖掉。 起初我并不理解他这种
行为， 直到有一次， 我们去给铁
路沿线的村民宣传光缆保护知
识 。 我看到肖工除了分发传单
外 ， 还给每位村民一个手机支
架， 那个半圆形的支架上印着一
行小楷 ， 内容是 “爱护铁路光
缆， 人人有责”。

等宣传返程时， 我才知道这
些手机支架都是肖工用捡破烂卖
的钱请工厂制作的。 “手机支架
每个人都用得着， 这样他们就更
知道光缆的重要性了。” 肖工说，
那一瞬间， 我忽然觉得肖工 “捡
破烂” 的样子是那么潇洒， 再后
来， 我也不自觉地把矿泉水瓶收

集起来， 交给他一起卖。
肖工平时很节俭， 很少给自

己买衣服， 鞋子开口了他也舍不
得丢， 拿到补鞋摊上缝一缝， 又
接着穿 ， 同事少不了笑话他抠
门 。 只有我知道他舍不得的原
因， 因为他要省下钱来买书， 那
些通信专业的书再贵， 他也不会
心痛。 他在聊天时跟我说过， 他
热爱铁路通信这份职业， 为了能
掌握更全面更先进的通信知识，
他每天都在书海里探索。

前几天外出， 我坐在平稳舒
适的复兴号列车上， 惬意地欣赏
铁路两边鲜花盛开的美好景色，
听到耳边有乘客赞叹高铁的安
全、 快捷、 高效。 不知为什么，
我的耳边突然回响起肖工说过的
“乘客认可” 的话。 我知道， 我
敬业的师父， 不但教会了我光缆
维护的知识， 更教会了我如何做
一名合格的通信工。

车窗外， 鲜花盛开， 列车飞
驰， 正是春天最美的画卷……

白马雪山， 雾浓顶村。 乔阳
在这里生活了近20年， 一开始是
一个人， 后来是两个人， 再后来
是三个人。 从一个人到一个家的
生活过程， 是普通的日子， 更是
漫长的心灵洗练之旅。2019年，在
短短3个月的时间里， 乔阳写下
《在雪山和雪山之间》。 雪山和冰
川，森林和草甸，讲述着它们永远
讲不完的故事。 她在雪山之间成
为自己， 也把雪山讲给世界。

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乔
阳 ， 童年和少年时期在四川度
过 。 20多岁的时候 ， 她去了云
南， 在梅里雪山和白马雪山脚下
生活了近20年。 这20年里， 她和
雪山间的藏民们生活在一起， 听
他们讲故事或者说笑话， 观察他
们， 也被他们观察， 直到成为他
们中间的一个。

2011年8月， 那是植物猎人
金墩·沃德发现绿绒蒿的百年之
后， 乔阳跟随他的脚步， 沿着他
的线路， 在同样的湖边看到了美
丽绿绒蒿。 她会记录一株花的时
间、 一座山脉的时间、 头顶上浩
瀚星空形成的时间。 她写人们因
为雪山间生长的一些草药在市场
上的价值不菲， 于是过量采集，
导致某种植物的数量锐减， 比如
贝母。 她这样写道， “人类的著
作在自然这部大书的面前显得有
些可怜， 我为这里的历史、 苦难
与欢欣而叹息， 但也深知这不过
是过眼云烟， 深沉美好的事物从
来不曾失落。 意想不到的生命的

力量会在最衰弱的时候出现， 就
像如今当悲伤成为世界的情绪
时， 即使人所不知， 大地也会促
动生命力量的再度蓬勃。 因为这
是宇宙的大规律， 一切相互关联
和制约， 趋向谐和与完善， 它会
促使灵魂清醒。”

回忆少年时代在四川的生
活， 乔阳念及的多是植物。 她观
察到， 季节的变化在食物中， 鼠
曲草嫩的时候做糍粑， 蒲公英可
以煮猪肝汤， 马齿苋要糖醋， 金
银花泡茶加一点冰糖， 枇杷叶煮
水止咳。 木槿花美丽又美味， 煮
蛋汤有别样的轻滑。 西瓜必须浸
在深井里， 她喜欢这冷沁动人的
甜味超过玫瑰糖的馥郁。 而菖蒲
与翠竹长植 ， 是他们文人的骄
傲， 菊花也是骄傲的一分子， 不
过于她而言， 用菊花烫鱼火锅似
乎更美。

“70后” 的少年生活， 有很
多天性自然发挥的空间。 乔阳对
家中春天的平常蔬果没有太多印
象， 但小河边上那棵大榕树新出
的淡绿带粉的苞芽沁甜可口， 被
她念念不忘。 她和小伙伴爬上爬
下， 争采嫩芽， 在树下打架， 在
树上打架， 有时摔一个下来， 躺
半天不做声响， 起身后发现大家
都跑光了， 就独自默默回去。 夏
日炎炎时， 因为期末考不好不敢
回家， 她躲到河里去， 有时也躲
在树上 。 乔阳的笔触可真细腻
啊， “那么多细细水波， 那么多
密密的树叶， 它们自顾私语， 并
不注意我的存在和忧虑 。 这是
我小时候生活中的一点点自然。
到了四十岁以后， 我常常被召唤
到记忆中， 眷恋那时候的小小情
趣， 也怀念那些生活在平凡中的
长辈， 深深地感激他们从不曾真
正拘束我。”

这种天性的桀骜不驯与对自
然的热爱， 一直伴随着乔阳的青
年时代， 进入中年。 带领她从岷
江走向了雪山深处， 带领她将雪
山讲给世界。 而这不是一本随便
翻阅就马上看完的书。 在雪山和
雪山之间， 是乔阳的游荡、 观察
和思考， 值得花时间慢慢品读。

为更好地贯彻落实 《北京市
公园条例》 和 《北京市古树名木
保护管理条例》 等相关法规， 近
日， 门头沟区城管执法队员走进
公园， 开展文明游园普法宣传活
动， 倡导游客文明、 安全游园。

活动中， 城管执法人员围绕
爱护公园环境、 爱护公园设施、
爱护公园动物、 遵守公共秩序等

方面进行宣传引导， 解答相关法
律咨询， 发放文明游园宣传手册
200余份。 此外， 该区城管执法
局还联合相关部门， 在公园设立
临时 “现场教学点”， 就旅游季
节如何做好古树名木执法保障工
作进行现场执法带教培训。

下一步， 该区城管执法部门
将开展不文明游园专项执法行

动， 并针对节假日等重要时间节
点提前研判， 做好预案， 组织不
间断巡查， 确保文明游园秩序良
好。 在此， 也提示广大游客， 出
行游园要注重文明， 自觉遵守公
园管理规定， 爱护花草树木， 杜
绝不文明行为， 共同维护良好的
游园环境。

（成光）

为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
专项执法工作， 营造良好营商环
境， 助力 “六大房山” 建设， 按
照市生活垃圾分类推进工作要
求， 房山区城管执法局联动属地
综合行政执法队积极开展春季生
活垃圾分类专项执法行动， 让烟
火气与文明风同行。

专项执法 集中对餐饮企
业、 商场、 超市等场所开展生活
垃圾分类专项执法检查， 做好宣
传提示， 督促指导相关单位主动
落实主体责任。 对全区施工工地
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专项执法行
动， 督促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主
动落实主体责任， 规范施工人员
分类投放行为， 主动建设绿色工
地。

精准服务 对辖区内分类基
础薄弱 、 不分类投放居民 （村
民） 集中的居住小区 （村）， 依
托属地政府， 固化执法队员与社
区 、 物业负责人点对点联系机
制， 配合做好普法监督员及桶前

志愿值守力量的法规业务培训，
为其提供强有力的执法支撑。

普法宣传 针对不同的受众
人群， 持续开展多形式、 多角度
的普法宣传工作， 强化与城市管
理、 公安等部门的联动配合， 形
成整治合力， 始终保持对垃圾清
运不及时、 混装混运、 非法收集
运输、 非法倾倒等重点违法行为
进行精准打击的高压态势， 震慑
违法行为。

此外， 拱辰街道综合行政执
法队联合街道司法所、 街道环境
工作组等相关部门， 积极践行雷
锋精神， 以 “人人志愿， 拱辰有
我” 为主题， 在辖区内开展 “学
雷锋公益集市活动”。 以设置展
板和现场讲解等方式， 向市民宣
传文明游园、 垃圾分类等相关法
律法规， 呼吁市民积极参与城市
管理工作， 共同营造整洁有序的
社会环境， 把法律服务送到群众
身边， 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
度。

强化宣传 发动志愿者们向
商户发放垃圾分类宣传折页， 提
醒各商户严格落实 “门前三包”
责任制， 做好垃圾分类工作， 不
要随意将垃圾堆放至店门口区
域， 并耐心为商户讲解垃圾分类
的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突出日常检查 对辖区内商
户进行全覆盖检查， 重点检查商
户是否按规定配套建设城市生活
垃圾收集设施， 是否随意倾倒、
抛洒、 堆放城市生活垃圾， 是否
落实生活垃圾处理台账制度等，
发现问题要求其立即整改。 定期
开展执法 “回头看”， 确保垃圾
分类工作落地见效不反弹。

充分发挥各村垃圾分类专干
作用 联合镇垃圾分类专班 ，组
织15个行政村的垃圾分类专干开
展垃圾分类座谈会， 明确工作要
求， 共同商讨垃圾分类工作中出
现的问题。 定期对村内的垃圾分
类站巡查， 现场引导工作人员规
范分类投放生活垃圾。 （李安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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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山区城管执法局 开展垃圾分类专项执法 督促“关键小事”落实落细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