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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铁路职工看来 ， 一根钢
轨、 一截标桩都是有意义的， 而
来守护它们的人， 都是亲人。 所
以生活在集中修工区， 就像生活
在温暖的大家庭。

2022年5月， 因为工作原因，
我调到集中修工区工作。 集中修
工区是一个有着14个人的大集
体， 一开始， 我很担心融不进这
个集体。 但集中修工区的同事们
就像迎接回家的姐妹一样， 凑过
来一张张热情的笑脸。

第一天报到， 工长吴良斌关
切地问我行李有没有搬完， 需不
需要帮忙； 副工长殷水强带我
熟悉环境 ， 介绍工作内容， 叮
嘱各种注意事项。 门禁钥匙递到
我手里时， 还带着他们掌心的温
暖， 犹如温热的茶水， 熨平了我
那颗忐忑的心。

集中修工区的窗外有鲜花，
那是两株艳丽的三角梅， 刘旭和
刘敏， 把她们多年来的驻站联络
和防护积累的经验一点一点传授
给我。 阳光从窗户投射进来， 把
三角梅的美拓印在耐心的脸庞
上， 我越靠越近， 陶醉在鲜花一
样芬芳的世界里。

肖建端过我的拜师茶， 一饮

而尽， 从此我的工作生涯中多了
一位亦师亦友的兄长， 他从光电
缆的作用讲起， 再到光缆接续的
技巧， 从包封的水泥沙子比例，
再到光缆径路探测仪的使用方
法， 一点一点助力我成长。 烈日
下他忘我工作的影像， 将他的执
着照进我的意志里。

憨厚的同学温松康， 与我时
隔10多年后又在一个工区聚首，
他满脸是重逢的喜悦。 在我第一
天当防护员时， 温松康鼓励我不
用紧张， 教我学会计算列车的速
度和距离。 他的声音轻缓， 犹如
清泉流水， 引导着我如何当一名
合格的防护员。

幽默的江华勇在干活的间隙
喜欢讲一些段子， 但干起活来，
马上是一副认真的模样。 他对我
说， 把手头上的每一件工作做细
做实， 不怕苦不怕累， 是当一名
“通信卫士” 的基本要素。 我把
他的话当成方向， 慢慢地朝着这
样的目标努力……

在集中修工区， 大家会为了
一个共同的使命而齐心协力： 你
砍青 ， 他立警示牌 ， 你和水泥
浆 ， 他给光缆包封……分工明
确， 但每一个 “他” 又总会帮忙

把最粗的树枝预先砍掉， 或者在
旁边帮忙扶着警示牌的柱子， 在
进 栅 栏 门 的 时 候 ， 会 默 默 地
帮 你 接 过重重的工具包……工
区的天空湛蓝湛蓝的， 同事间一
个个温暖的小举动， 宛如盛开的
野花， 让辛苦的劳作变得幸福有
趣。

在集中修工区， 每名职工都
像兄弟姐妹一样 ， 用光温暖彼
此， 当然， 偶尔也会因为工作上
的 事 起 争 执 ， 但 问 题 解 决 后
大家又像没事人一样互相帮助，
一起完成光缆维护任务 。 在这
里， 大家一起忙碌， 一起分享维
护心得， 也一起分享美食。 一颗
颗红褐色的荔枝， 从一个人的手
里传到另一个人的手里， 每一个
人的掌心就都留下了甜美的气
息。 而一碗任务结束后早餐摊上
的米粉 ， 在大家彼此的谦让声
中， 让集中修工区充满了温暖的
人情味。

我常常在想， 生在高铁时代
的 “铁路人” 是幸福的， 因为亲
眼见证了铁路发展奇迹。 而工作
在集中修工区， 也会因为同事们
最踏实和最专业的工作状态而更
加努力， 以工作为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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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奔跑的中国草》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钟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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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山区城管执法局 持续强化生活垃圾分类专项执法

“你不是田间的野草， 你
是新时代滋养的大树。” 《奔
跑的中国草》 是一部全面介绍
国家菌草技术和其发明人林占
熺的科学家传记类文学作品。
作者钟兆云在大量采访的基础
上诚恳写作， 以严谨、 客观、
生动的原则 ， 讲述了 “中国
草” 在世界奔跑、 造福人类的
故事， 并对林占熺的成长经历
和科研历程做了全方位的深入
解读。

本书主人公林占熺被誉为
“世界菌草之父”， 现任国家菌
草中心首席科学家、 联合国菌
草技术项目首席顾问， 是扶贫
剧 《山海情》 中凌一农教授的
人物原型 。 菌草技术是一种
“以草代木” 的中国特有的技
术， 该技术实现了光、 热、 水
三大农业资源综合高效利用，
植物、 动物、 菌物三物循环生
产， 经济、 社会、 环境三大效
益结合， 有利于生态、 粮食、
能源安全。 这一技术已推广至
全球一百多个国家， 在消除贫
困、 促进就业、 可再生资源利
用和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国际生态安全合
作组织曾授予中国菌草技术
“世界生态安全奖”。 该书以林
占熺的人生经历和科研经历为
主线， 真实再现了中国在农业
科技方面取得的进步。

1971年， 大学毕业后的林
占熺被选调到福建省三明地区
真菌实验站， 从事食用菌研发
和生产工作。 彼时， 椴木栽培
食用菌被视为先进技术从日本
引进 ， 只要在树段上种下菌
种，半年后即有收成。在推广该
技术的过程中， 林占熺通过大
量查阅资料，惊奇地发现，农民
们为了种菌， 会毁掉大片的树
林，全国仅香菇一项，年消耗木
材就达700万立方米，而福建省
栽培香菇一年砍伐木材也达
100万立方米。 这种 “菌林矛
盾 ” 促使他想到了 “以草代
木” 栽培食用菌的方法。 但限
于当时的技术条件， 这一想法
还只是停留在理论设想阶段，
而真正触发他投身菌草技术研
发的， 是1983年的一次外出考
察学习。

那年， 40岁的林占熺跟随
福建省科技扶贫考察团一行，
来到了著名的革命老区闽西长
汀县， 当他亲眼看见当地山丘
荒秃、 耕地沙化严重， 导致百
姓生活十分困苦时， 内心深受
震动 。 随后 ， 他通过调研发

现， 造成这一系列生态恶化的
根源， 是地表植被被破坏后产
生的恶性循环， 而作为一名农
业科技工作者， 林占熺觉得自
己有责任治理好生态恶化问
题， 帮助当地农民实现 “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致富梦
想。

全书讲述了林占熺从普通
的农技员迅速成长为林业科学
家的精神蜕变过程。 “无数次
被他们感动流泪， 林教授以自
己和家人、 团队的牺牲奉献铸
就了让联合国叫好的菌草事
业。” 钟兆云曾跟随林占熺教
授辗转前往内蒙古乌兰布和沙
漠等地实地探访， 在连续采访
不同年龄、 不同性别、 不同地
域、 从不同国家和地区暂回大
本营的菌草人后， 他从他们的
身上真真切切看到了什么是崇
高的普通 ， 什么是伟大的平
凡。 他期待读者透过自己的笔
感受这种人格魅力。

作者善于借助人物间的
对白 ， 有力地烘托出林占熺
勇于拼搏的优秀品质。 如项目
启动之初， 妻子有一次直接问
他： “你真的不怕失败吗， 你
想过失败没有？” 林占熺毫不
犹豫地回答： “我没想过， 想
的就是取得成功。 历史上有成
千上万人为了国家和民族连命
都不在乎 ， 我又怕什么失败
呢！” 在最为艰难、 一直未见
林业产出的过程中， 林占熺也
始终没有放弃 “以草代木” 的
学术追求， 面对众多亲朋好友
的不理解， 他总是耐心地劝导
他们： “这件事情没错， 不管
再难， 只要思路和目标正确，
一百次挫折 、 一百个问号之
后， 可能就成功了。”

而当我读到 “昭君呀， 如
果人生要真有意义的话， 我这
辈子就为此而来， 天都让我姓
林呢！” 这样与妻子的深情告
白， 让人感动， 一个科技尖兵
勇于担当的高尚情操也跃然纸
上。 这些生活化的语言， 彰显
了林占熺丰富的情感世界和可
贵的精神品质。 特别是当他用
家乡的芒萁和斑芒、 五节芒、
类芦等多年生草本植物， 研发
成功菌草技术， 不仅使贫困山
区的人民脱了贫、 致了富， 而
且， 还造福亚非拉等兄弟国家
的人民， 真正体现了菌草技术
既是中国的、 也是世界的宏大
主旨。

《奔跑的中国草》 生动呈
现出一位科学家攻坚克难、忘
我奉献、不懈追求的最美身姿。
当下， 这位八旬的老教授依然
活跃在田间地头， 为技术发展
进步贡献着最大的力量……正
如林占熺自己所说： “我所做
的还远远不够， 我们要把论文
写在祖国大地上， 写在农民饭
碗里。”

为持续巩固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成果， 围绕安全生产和火灾隐
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要求， 房山
区城管执法局结合季节性高发问
题， 扎实推进生活垃圾分类专项
执法。

房山区城管执法局执法三队
联动城关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来
到 北 京 环 卫 集 团 房 山 分 公 司
垃 圾 中转站 ， 对企业安全生产
规章制度、 应急预案、 安全教育
培训、 风险评估、 安全警示标识
张贴等安全生产履职情况进行全
面 检 查 ， 督 促 企 业 进 一 步 压
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同时， 强
化生活垃圾交运过程执法检查，

加强对社会单位收运合同、 台账
记录、 运输三联单等情况进行检
查， 坚决防范违规转运、 违规消
纳行为， 对全区生活垃圾、 粪便
转运、 处理设施企业进行查缺补
漏， 实现专项执法检查全覆盖，
对发现的问题依法依规责令改
正、 查处， 并规范录入执法检查
单。

随后， 房山区城管执法局、
城关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又来到
社区开展 “城管执法精准进社
区” 执法+普法活动。 现场， 执
法人员向社区居民发放了垃圾分
类宣传知识手册和宣传纪念品，
与居委会、 物业公司开展垃圾分

类工作现场交流 ， 利用现场检
查、 讲解、 答疑的形式向社区居
民宣传垃圾分类日常检查流程和
标准， 对生活垃圾管理责任人是
否按规定设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
容器、 是否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日
常管理制度、 是否指定专人负责
指导、 是否落实垃圾分类监督工
作等关键环节情况进行督导检
查。 同时， 调度属地综合行政执
法队每周早晚垃圾投放高峰期间
开展执法检查， 并做好记录， 对
执法检查过程中发现的不正确分
类投放行为， 有针对性地开展教
育引导和执法处罚。

（李安琦）

闻令而动 近日的连续强降
雨诱发山洪， 造成门头沟区城市
道路被淤泥堵塞， 给地区城市环
境和道路通行带来不同程度影
响。 门头沟区城管执法局全员出
动， 第一时间与大峪街道南路二
社区做好对接工作， 同时引导干
部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 真正干

起来、 起作用。
冲锋在前 干部职工迅速行

动， 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干部
的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 协
助社区做好垃圾房以及停车棚周
围难清理地段的清淤工作， 同时
协助居民安全出行， 保障社区出
入口的安全整洁。

作风扎实 在清淤 “大会
战” 中， 城管队员们一铁锹又一
铁锹地清理着社区里高达几十厘
米深、 又重又粘的淤泥， 铆足了
干劲， 埋头苦干， 积极助力灾后
重建 ， 让家园早日重现靓丽容
颜。

（成光）

温温暖暖集集中中修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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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头沟区城管执法局 下沉社区开展清淤“大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