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琪瑞

有温度的大老张大老张是我们小区的保安，
高高的个儿， 黑红的脸膛， 见人
说话都是笑嘻嘻的。 他是个热心
人， 以小区为家， 倾注了极大热
情， 大伙儿都喜欢他。

大老张有一个爱好， 一早一
晚， 他都要在小区里溜达一圈，
角角落落都转遍。 他有两件 “神
器”， 散步时一手拎着一把小铁
铲， 另一手拿着一只编织袋， 看
见路上有宠物粪便就随手清理
掉， 发现路面有垃圾就随手捡起
来， 装进编织袋里， 再倒进垃圾
桶中 。 有一家业主养了两只小
狗， 每当他牵着下楼， 狗狗都要
“方便” 一番， 大老张默不作声
跟在身后， 一路上给清理得干干
净净。 几回下来， 这位业主很不
好意思， 也带上了小铁铲， 随手
打扫狗狗粪便。 大老张身教胜于
言教， 小区里养狗住户出门遛狗
都是一手牵绳子 ， 一手持小铁
锨。 大老张见了沾沾自喜， 美其
名曰 “小铁铲效应”。

大老张闲不住， 分内分外的
事儿他都要管一管。 邻里之间有
个小纠纷， 他知道了， 也要前去
说道说道 、 调和调和 。 前些时
日， 不知是谁家调皮的孩子把小
马家门前的两把艾草点燃了， 这

艾草还是去年端午节时放的， 早
已干枯 ， 一时间楼道里烟雾腾
腾。 小马怀疑是楼上的两个小男
孩所为， 找了不但不承认， 两家
女主人还吵了一架。 她们找大老
张絮叨， 让他给评评理。 老张拿
着笤帚和簸箕， 边清理门前的灰
烬， 边对小马说： “你放着陈年
艾草， 影响环境卫生啊， 夏天快
到了， 人家替你点燃了， 还能熏
死那些躲藏的蚊虫呢！” 小马听
了， 不由转怒为笑。 回过头， 老
张又说另一家： “你家俩孩子可
真够聪明的 ， 放没放火我不敢
说， 可前两天还在花坛里尿尿，
被我看见了， 批评了几句， 你猜
你家小子怎么说？ 说是给花草施
肥， 苗儿会长得更茁壮， 花儿开
得更美丽……反倒噎得我无话可
说了。 聪明归聪明， 点火可不应
该， 你可得好好管教管教。” 说
得那家主人连连应承。 经大老张
这么一说和， 两家人又重归于好
了。

大老张还爱作诗 ， 是那种

“老干体” 的打油诗， 每有新作
问世 ， 他就用粉笔写在小黑板
上， 是劝诫也是提醒。 看到快递
小哥辛苦， 可所送的快递件摆放
得到处都是， 不便存取， 也影响
美观。 大老张有感而发： “小哥
身影满辖区， 单子就如军令号。
风霜雨雪多辛劳， 快件整洁更动
情。” 快递小哥在小黑板上看见
了 ， 赶紧改正 ， 快递件各归各
位， 摆放得整整齐齐。 小区居民
爱种菜， 可种的不是地方， 花园
里、 绿化带间， 经常见缝插针种
上一小片油菜、 芫荽、 蒜苗。 大
老张看见了， 即兴而作： “种菜
南山下， 草盛菜苗稀。 可惜非菜
园， 绿地要珍惜。” 种菜的几户
人家看了不由羞红了脸， 赶忙自
觉清理掉了。 有两户还把铲下的
小青菜送给大老张， 说他写诗有
才， 就算作给他的 “稿费” 了。
大老张乐呵呵接受了， 又口占一
绝： “青菜算作润笔资， 乐得老
张笑嘻嘻。 小区盛开文明花， 春
风处处醉邻里……”

走在黄河边上

□胡胜盼

———读李敬泽《上河记》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有一个黄
河情结。

著名作家、 评论家李敬泽的
黄河旅行图文随笔集 《上河记》
以15篇文章的容量记录下行走黄
河边难忘的日夜， 将目光聚焦于
旧牌匾、 楹联、 门楼、 城墙、 堡
寨 、 庙宇等凝固历史痕迹的角
落， 秉持贯通古今、 富于哲理的
笔调， 在对日常见闻的描写中融
入大量对历史的追溯与思索， 以
求勘探这条大河本真的面貌。

跟随 《上河记 》 的笔触行
走， 在玫瑰与酒的香气中， 从来
自时光彼端的眼眸中， 凝望壮阔
的文明之源， 读者仿佛能听见各
种质朴的乡音， 看见当地人亲切
的面容， 走进一段段韵味悠长的
旧时光。

一直以来， 李敬泽有 “作家
中的考古者 ” 之称 ， 其文笔蕴
藉， 性灵踊跃， 《上河记》 中对
日常见闻的描写显现了其文字背
后的寥廓意境。 正如作家毕飞宇
所言， “你想不到李敬泽的哪段
文字会一下子击中你， 让你不得
不停下来想一会儿。” 李敬泽把
河上纪行， 写出了纪录片的 “文
献感”， 他像周代的采诗官， 取
各国之风， 用以兴观。 若以六经
皆史的观念看， 河上民风， 自是
春秋。 “关于黄河， 人们说得太
多了……它几乎不是一条被看到
的河， 而是被说出的河。” 自古
以来 ， 有关黄河的故事无穷无
尽。 然而， 我们真的如想象中那
样了解自己的母亲河吗？ 李敬泽

说， “我为它浩大的、 流动不居
的多样性而惊叹。” 作者行文随
性、 灵动， 天文地理历史闪烁其
间， 无数生动细节恍如正在眼
前上演， 读着不累， 却颇能发人
深思遐想， 正所谓好文天成， 绝
无矫揉造作痕迹。 《上河记》 的
纪事， 又暗含编年与群像列传的
史家气息。 这本书不是游记， 是
对黄河流域普罗大众的一次观
察与记录。 作者怀着极大的善意
去记录生活在黄河两岸的男女老
少的生活 ， 让这本游记见山见
水， 更见得到人情冷暖和风土人
情。

《上河记》 收录的15篇散文
汇通古今 ， 人物故事 ， 自我故
事， 历史记载来回穿引， 构成繁
复对话， 时空杂语的文本系统。
作者很详细地在标题下均注明对
应的时间， 所以我们也可以对应
着时间去了解文章中描写的风土
人情， 这样就不会有和时代脱离
的感觉。 从2000年6月开始， 李
敬泽从甘肃出发， 一路上见到了
甘南路上的青稞地 ， 无尽的草
原， 流淌了千年的大夏河； 7月
到达电视剧 《山海情》 里面的西
海固， 然后穿过乌兰察布草原；
2019年， 在汾阳贾家庄， 看山西
梆子 ， 回想历史中的热血青春
……与文字相呼应， 书中穿插着
50余幅彩色照片。 相机记录下行
程中的风物 ， 亦凝聚着无限情
思。 作者手绘的路线图、 城堡平
面图 ， 更将记忆的脉络直观展
现。

阅读 《上河记》， 像是开启
一段穿行于时空之间的黄河之
旅。 “我将从黄河之源走到黄河
的入海口。 在黄河流域的广袤土
地上漫游 ， 走过山 、 原野 、 河
流 、 村庄 、 城市 。 ……我想 ，
你要任自己的意走出去， 去往你
未曾去过的地方 ， 你得见见山
川 、 世面 ， 会一会陌生的人 。”
这也许就是旅行的意义。

·广告·

□赖雨冰 文/图

35米塔上的雄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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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龙杰是因为他当选为集
团 “最美铁路人”， 我前往他所
在的工区进行采访。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
当列车到达他所在的城市时， 已
经是掌灯时分。 这是一个美丽的
小城， 坐落在旷野里的高铁站因
为列车的到来形成了一颗夜晚的
明珠， 车站站台上灯光璀璨， 跟
不远处城里的灯火交相辉映， 构
成了一幅和谐又热闹的人间烟火
图。 这个小城自从开通高铁后，
每天游人如织， 当地也因此带动
了经济的繁荣和振兴。

龙杰来接我， 他有点腼腆，

皮肤黝黑， 看得出， 是一个很踏
实、 质朴的人。 他伸手接过我的
行李， 那双手粗壮有力， 行李在
他的手里仿佛如羽毛一般在空中
飞旋了一圈， 轻轻落在他的后备
箱。 随身穿着的黄色工作服上还
残留着一些油污， 一看就是经常
干活留下的印记。

他抱歉说刚从区间干活回
来。 那个区间开车来回6个小时，
为了不耽误春检的进度， 他从凌
晨出发， 中午只啃了一些干粮，
就这样忙碌了一整天。 我嗔怪他
其实不用赶来接。

“不行， 你是客人。” 他憨

厚地笑， 眼神里有着灯火般的特
质， 明亮温暖。

自 2011年 9月到铁路上班 ，
短短10年， 龙杰就像一只渐渐丰
翼的鸟儿 ， 准确地说是一只雄
鹰， 在岗位上不断锤炼着本领。
这期间， 他荣获青年岗位能手、
铁道部全路技术能手、 优秀共产
党员、优秀青年大学毕业生、集团
首席技师、集团“最美铁路人”等
荣誉。他不断努力，不断在光缆维
护中学习， 现在他把自己学到的
本领用在技术革新创新上， 屡屡
创造了光缆维护中的各种实用技
术。 他还积极传帮带， 培养一个
又一个像他一样在铁路通信岗位
上飞翔的雄鹰。

事实上， 他不但把本职工作
做得很好， 还一直在生产中发挥
模范带头作用。 他曾经带队驻扎
沿线200多个日夜， 最苦最累的
工作抢着干， 那时， 他的儿子刚

刚出生， 恰逢安优线建设， 他明
白这是关系到生产安全的重要工
作。 他安顿好家里， 义无反顾地
忙碌起来。 通信线路的敷设和割
接工作非常考验人， 他带着队友
穿山过河， 没日没夜地忙碌， 超
前完成沿线20个机房和2个通信
楼的建设工作。 近两百公里的铁
道线见证了他的汗水， 也见证了
他展翅飞翔的过程。

在工区， 他给我展示在35米
高空作业时的照片， 黄色工作服
在风中摆动 ， 远看如同一双翅
膀。 悬空的铁塔， 是他无数次处
理故障的战场， 他现在可以一口
气从塔下爬上塔尖， 狭小难爬的
塔， 他如履平地。 他告诉我， 他
非常享受站在塔尖上俯看铁轨的

风景 ， 仿佛一伸手就能碰到天
空。 他的脚下， 是绵延宽广的铁
路线和一列列穿梭飞驰的列车。

“我喜欢当一名铁路通信
工， 喜欢看列车在我们的守护下
平安到达目的地， 看列车把乡村
和城市紧紧连接在一起， 喜欢在
暮色时分看万家灯光的繁荣景
象。” 他说。

是夜， 小城灯火通明， 透过
我住的房间窗口， 能听到列车飞
驰时那灵动的穿梭声， 仿佛飞机
加速进入云层时空气的和音。

爱岗敬业就是把平凡的工作
做好做精， 我想， 35米塔上的他
是很多人学习的榜样， 他的奋斗
故事， 值得更多人学习， 其中也
包括我。

随着预付式消费模式的广泛
应用， 因其引发的各种消费纠纷
也不断增加。 为切实维护公平交
易， 优化消费环境， 丰台区市场
监管局花乡街道所立足市场监管
职能 ， 聚焦美容美发 、 体育健
身、 洗衣等重点领域， 以服务促
进发展， 以警示促进规范， 以倡
议促进共建， 进一步助推花乡诚
信商圈建设。

服务促进发展 受疫情影
响， 很多企业面临经济损失和退
费压力问题， 花乡街道市场监管
所通过 “接诉即办” 系统进行监
测， 梳理辖区预付费投诉举报情

况 ， 及时对高发问题预警 、 研
判 ， 上门走访核实企业经营状
况， 主动对接企业需求和困难 ，
协调争取援助和支持 。 与此同
时， 积极助力辖区预付式消费信
用平台建设， 帮扶企业提升服务
品质， 树立诚信经营品牌。

警示促进规范 科所联动 ，
花乡街道市场监管所与区市场监
管局消保科共同发力， 对花乡地
区预付式消费经营企业开展行政
约谈， 强化企业诚信守法经营主
体责任， 进一步宣传贯彻 《北京
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 推
广使用合同示范文本。 同时明确

对于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消费
者合理退款要求的行为予以严厉
查处， 重点打击预付式消费中存
在的虚假宣传、 违法广告、 霸王
合同、 价格违法等行为， 全力规
范辖区预付式消费市场。

倡议促进共建 发挥企业引
领作用， 由各行业首批 “先进商
户”签订“诚信经营倡议书”，倡导
严格遵守法律法规， 认真履行消
费维权主体责任，守信规范经营，
积极妥善解决消费者诉求， 切实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以标杆示
范带动更多企业共同创建花乡地
区诚信经营商圈。 （李红柳）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花乡街道所 打造放心安心舒心消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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