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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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

房山区城市管理委

持续推进垃圾分类“关键小事”落实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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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六一”
□马健

艺术启蒙的奇妙之旅

□甘武进

———读《给孩子的七堂艺术课》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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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铁路路线线上上的的夫夫妻妻档档
北京职工 家庭

幸幸
福福

武志文是中国铁路北京局集
团有限公司北京机务段调车队的
党支部书记， 爱人是京张高铁上
的一名列车长， 二人是名副其实
的铁路夫妻。 繁忙的工作让两个
人聚少离多， 很多时候都是刚刚
团聚， 其中一人就要奔赴岗位，
再次分离。

北京冬奥会期间， 为确保车
队运输安全， 20多天中， 武志文

始终忙于车队工作， 完成临时任
务的安全风险研判、 配班、 安排
交路任务等 ， 一直在岗位上坚
守， 时刻不敢放松， 只能将对家
人的思念深藏心底。 他的爱人同
样践行着铁路人的安全誓言， 连
续承担乘务任务， 先后运送旅客
3万多人， 以高度的热情和无微
不至的关怀向国际友人展示着中
国铁路乘务人员的风采。

新冠疫情期间， 做好疫情防
控、 确保旅客出行安全成为每一

个铁路人最大的责任。 武志文与
爱人商议， 越是危急关头越要展
现担当。 由于妻子在列车上接触
人员复杂，为避免交叉感染，他们
再次告别父母与孩子， 义无反顾
地投入到工作中。 面对女儿的思
念， 夫妻俩只能在吃饭时通过视
频和女儿说说话。 每次女儿问他
们：“爸爸妈妈我好想你们， 你们
什么时候回来呀？ ” 二人就会说
道：“爸爸妈妈是超人， 要保护很
多人，还要送很多人回家。以后你

看见有人遇到危险也要挺身而
出。 ”听着8岁的女儿学着大人的
语气安慰爸爸妈妈， 夫妻二人的
内心五味杂陈， 但看到那么多旅
客能通过自己的服务安全回家团
聚， 又心生欣慰和满足。

在疫情反复的情况下， 车队
职工有的被隔离，有的需要居家，
致使人手紧张， 需要在人员调配
上不断调整。 武志文深知作为一
名共产党员的责任， 每天精益求
精对车队人员动态进行梳理，根

据车队交路合理调整人员， 确保
车队运输平稳安全。 在工作闲暇
之余，给妻子打个电话，叮嘱她做
好防护，确保旅客和自身的安全。

武志文夫妇把对老人和孩子
的牵挂转化为对旅客出行安全负
责的精神动力， 他们用爱与坚守
站在疫情防控的前沿阵地， 用身
体力行诠释着铁路人的责任与担
当， 用无私奉献书写着 “人民铁
路为人民” 的伟大内涵。

（北京婚姻家庭建设协会供稿）

垃圾分类是一项系统性工
作， 需要各环节同时发力、 齐抓
共管。 为进一步规范生活垃圾收
集运输企业按照作业标准及相关
规定开展作业， 近日， 房山区城
市管理委召开生活垃圾收集运输
环节管理及执法工作部署会， 38
家企业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要求， 各生活垃圾运输
企业首先要强化人员管理， 从业
人员要按时分类、 收集、 运输不
同种类的生活垃圾， 根据生活垃
圾收集量、 分类方法、 作业时间
等情况配备、 使用符合标准的收
集工具、 运输车辆， 同时加强对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的学习培
训， 强化日常管理。 在收集运输
过程中发现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
任人所交运的生活垃圾不符合分

类标准的， 要严格要求其改正，
责任人拒不改正的， 清运单位应
及时向城管执法部门报告。

其次， 要强化车辆管理， 运
输生活垃圾车辆应当取得生活垃
圾准运证， 不得混装混运， 要做
到专车专用。 建议车辆安装卫星
定位系统， 确保垃圾运输至集中
收集设施或符合规定的转运处理
设施， 不得随意倾倒、 丢弃、 遗
撒、 堆放。

三是要强化制度管理， 建立
并完善基本台账。 建立生活垃圾
管理台账， 记录生活垃圾来源、
种类、 数量、 去向等情况， 各单
位要对服务的小区、 村或企业做
到底数清、 情况明。

四是要深刻吸取教训， 引以
为戒。 该区城管执法部门近期处

罚一起清运车辆混装混运案件，
最终对涉事运输企业作出罚款5
万元的行政处罚。 执法部门将重
点围绕运输企业混装混运及居
住 小 区 生活垃圾未及时清运等
突出违法行为开展执法检查， 紧
盯问题线索， 对运输车辆和企业
实施动态监管， 进一步强化资质
管理， 坚决堵住生活垃圾运输环
节漏洞。

房山区城市管理委将持续推
进垃圾分类 “关键小事” 落实落
地 ， 深化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建
设， 紧盯2023年生活垃圾分类重
点工作任务， 抓实问题整改， 开
展好垃圾分类专项工作， 巩固垃
圾分类工作成效， 助力 “六大房
山” 建设。

（李安琦）

“我有一个五岁的女儿，
我和所有的父母一样， 期盼她
健康、 朴素、 美好地成长， 所
以我给她取名 ‘青叶’： 随处
可见的青青枝叶 ， 蓬勃 ， 朴
素， 绿意盈盈， 葱茏于时世。”
这段文字读起来倍觉温馨， 父
母盼望孩子成龙成凤的美好
愿景跃然纸上。 然而， 成长是
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怎样
才能让孩子们健康成长 ？ 翻
开 《给孩子的七堂艺术课》 这
本书， 我们能从孩子艺术启蒙
的奇妙之旅中找到想要的答
案。

此书作者王新， 云南大学
博士生导师， 长期从事艺术史
论与视觉文化研究。 他在深入
细致的诗词书画鉴赏过程中，
在对女儿的艺术启蒙中， 打开
诗词与书画相契合、 相融通的
欣赏之门， 为青少年、 教师和
家长编写了这部融通诗画鉴赏
的美育读本， 以期培养孩子的
艺术欣赏能力和创造能力。

王新以诗读画 ， 以画读
诗， 从感觉、 情感、 创造与底
色等五个方面训练孩子的艺术
感觉， 激发情感体验， 打通孩
子的艺术感官 。 如从王安石
《泊船瓜洲》 中 “春风又绿江
南岸” 的 “绿” 中， 体悟春天
潜藏待发的勃勃生机， 美好的
视觉之 “绿” 由此显发。 与此
对应， 他附上南宋夏圭的 《风
雨行舟图》， 指出画中边缘处
一痕不起眼的渔船 ， 点明归
舟， 使画面气韵蓊郁生动。 诗
和画皆有召唤人 “观看” 的魅
力， 让孩子感知诗画中的细节

之处， 培养其观察世界细腻的
眼光和审美。

杜甫诗云： “两个黄鹂鸣
翠柳， 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
西岭千秋雪 ， 门泊东吴万里
船。” 王新将中外画作与之联
想———“两只黄鹂鸣翠柳 ” 好
似中国工笔花鸟， “一行白鹭
上青天 ” 颇有写意山水的味
道， “窗含西岭千秋雪” 成了
西洋油画风景特写， “门泊东
吴万里船” 则是焦点透视规范
的油画。 以画观诗， 且以四种
不同类型的绘画来分析同一首
诗， 诗画融通， 两相映发， 呈
现出绝好的互文性。

画是无声诗 ， 诗是无形
画。 王新从感性开始谈美， 又
回到理性， 最后落到孩子的教
育上。 如何引导孩子观察一抹
草色？ 王新说， 从诗词的角度
去看， “苔痕上阶绿， 草色入
帘青 ”， 这片草色绿得有劲 ；
从绘画的角度去看 ， 赵孟頫
《鹊华秋色图》， 草色迹淡而味
厚； 从科学的角度去看， 一天
中不同时间、 气温和光源下，
草色也不一样， 孩子可以从中
感受自然的微妙变化， 培养敏
锐的感受能力。 当然， 还可以
从生态学的角度去看草色， 帮
助孩子建立多元立体的世界观
和生命观。

书中所选的诗词均为古典
名篇， 侧重选择贴近儿童生活
和情感的篇目 ， 如 《泊船瓜
洲》 《游子吟》 等； 所选绘画
皆是经典名作 ， 涵盖古今中
外 ， 如毕加索的 《哭泣的女
人 》、 顾恺之的 《洛神赋图 》
等， 均配以清晰、 彩色的插画
呈现， 给儿童一双发现纯美艺
术的眼睛， 给成人一个走进艺
术殿堂的楼梯， 给父母和老师
一本行之有效的伴读指南。 这
份带着一位父亲个人体温与智
慧光泽的努力， 会让那些小小
生命在美好人生境遇中自在地
跃动， 舒展， 生长。

2008年5月12日 ， 是每一个
中国人都难以忘怀的日子 ， 8.0
级大地震夺去了数万同胞的生
命。 那年的 “六一” 儿童节， 我
和 单 位 几 位 同 事 到 四 川 灾 区
发放救援物资， 看望灾区的小朋
友。

绵阳是汶川地震的重灾区。
一路上， 道路地缝开裂， 凹凸不
平、 坑坑洼洼， 行走其间倍感艰
难。 车窗外， 我们看到城镇大部
分房屋已基本倒塌， 满目疮痍、
一片狼藉。 车开进市区， 路边停
靠的车辆骤然多了起来， 大多是
军车， 还有救护车穿插其间， 武
警官兵严阵以待， 随时准备执行
新的救灾任务。

我们来到一所帐篷搭建起的
希望小学， 远远地就听到孩子们
朗朗的读书声在灾区的废墟上空
回荡。 帐篷小学搭建在帐篷居民
区的最北部， 白色的外观在阳光
下分外耀眼 ， 操场上还竖有旗
杆， 飘扬的五星红旗昭示着学校
蓬勃的生机。

刚走进帐篷， 一群小同学就
连忙跑到我们身边问好， 稚嫩的
童声无比真诚。 老校长向我们介
绍， 这间大大的帐篷学校是爱心
人士捐助的， 课桌和书本也都来
自爱心人士的资助。 目前学校运

行状况良好， 这些受过地震创伤
的孩子已经在心理老师的辅导下
逐渐开朗， 对学习的热情也在慢
慢恢复 。 看着孩子们笑着 、 闹
着、 追逐着， 让人几乎忘记这里
只是一个震后临时安置点。

在老校长的带领下， 孩子们
一字排开， 唱起了他们刚刚学会
的歌曲。 虽然没有华丽的舞台，
虽然孩子们的歌声不那么整齐，
可看着眼前一张张稚嫩的脸、 一
双双真诚的眼睛， 听到孩子们轻
轻唱出 “感恩的心， 感谢有你”
时， 晶莹的泪花忍不住在我们的

眼眶里打转。
当再一次听到天真的孩子们

欢快地呼喊 “欢迎” 和 “感谢”
时 ， 我真的希望我们播下的种
子 ， 能在他们的心中生根 、 发
芽、 开花， 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迎接希望。

看到这些灾区的孩子渴望读
书的眼睛， 同行的一位同事感慨
地说： “来到灾区， 看到这些可
爱的孩子， 我们回到城市将更加
努力工作， 以自己的绵薄之力帮
助灾区的孩子改变现状， 帮助他
们重建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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