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房山区城管执法局

积极做好雨后环境秩序服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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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广告·

■图片故事

———读《一米寂静》有感

□李钊

【情怀】11副刊２０23年 8月 17日·星期四│本版编辑 周薇│美术编辑 李媛│校对 张旭│ E—mail:ldwbgh@126.com │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暴暴雨雨中中的的温温暖暖
□杨丽丽 王再冉

一米时空里的天地文心

听到新闻中Z180次913名旅
客全部平安的消息， 中国中铁三
局国道109高速公路总承包部三
工区项目负责人王平悬着的心终
于放了下来 ， 这913名旅客中 ，
有他们心里牵挂着的38名研学团
的孩子们。

这是一个施工队与一个研学
团的故事。这个故事要追溯到7月
30日，受台风“杜苏芮”影响，北京
地区持续强降雨， 导致丰沙铁路
门头沟路段发生严重水害， 在途
K396次、K1178次、Z180次列车被
迫紧急停轮，其中Z180次是乌鲁
木齐开往北京西站的列车， 紧急
停轮在安家庄站附近。

7月31日，经过一天一夜的等
待，铁路还不能开通，列车上的食
品所剩无几，此时雨越下越大，随
时有发生泥石流的可能。 接到转
移指令后， 列车长当机立断决定
紧急疏散旅客。 其中有这样一个
特殊的群体， 他们是从乌鲁木齐
来北京参加活动的研学团，由6名

老师和38名平均年龄7到12岁的
孩子组成。在大雨瓢泼的情况下，
他们无力走出山区， 列车长决定
带他们到附近的安家庄村找个落
脚点，等通路过后再行安排。

就这样， 列车长带领研学团
一行44人来到村庄。 当他们叩开
一户人家的门并说明来意后， 房
屋的主人满脸歉意地说： “村里
受洪水影响， 停水停电， 我家两
间房都住满村民了， 你们这么多
人实在住不下， 不过前面有一个
施工队的驻地， 你们可以去那里
问问。” 列车长听到这个消息后
如获至宝， 在风雨中看到了一丝
曙光。

村民所说的地方正是由中铁
三局承建的109高速公路三工区
黄台隧道出口段的施工驻地，驻
地共有11间房子， 平时住着60多
人。 当列车长一行人找到这里并
说明情况后， 负责人王平看到孩
子们浑身湿漉漉的样子以及一双
双渴望的眼睛，当即答应下来，并

立即着手安排起孩子们的食宿。
施工驻地房间本就住满了

人，一下子又来了40多人，驻地工
作人员决定大人两个人一张床，
挪出两间房子给孩子们住。 就这
样，38名学生和6名老师开始了和
这个施工队四天三夜的故事。

当时， 驻地受暴雨、 洪水影
响， 停水停电， 施工便道被洪水
冲毁， 食品无法及时供给。 而驻
地工作人员手里仅有挂面和大
米， 只能煮挂面、 熬米粥。 没有
电， 就在院里支起一口小锅， 把
院里能找到的木料劈成柴烧火煮
饭吃。 小锅一次只能做出6个人
的饭， 就这样， 从早到晚不停地
烧， 所有大人都很默契地让孩子

们先吃 ， 孩子们也都很乖巧懂
事， 面对简陋的条件， 没有一句
抱怨， 还会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
的事情。

施工项目驻地办公室主任刘
海亮是退伍老兵，也是共产党员，
军人的使命感和共产党员为人民
服务的精神深深刻在了他的骨子
里。 他号召共产党员、 退役军人
组成支援小组， 负责维持秩序，
保障物资供应， 并积极尝试与外
界取得联系。

8月1日下午， 刘海亮和另外
两名列车员踏上了寻求救援的路
途 。 由于多条公路被泥石流冲
毁， 需要绕行山路， 过了东方红
隧道后， 受大雾影响， 能见度几

乎为零， 经历了5个小时的艰难
跋涉， 他们终于在担礼隧道口遇
到了消防救援人员， 利用卫星电
话与外界取得了联系。

8月3日上午， 驻地工作人员
把研学团的孩子安全地交给武警
官兵， 孩子们在武警官兵的带领
下顺利转移出山区。

作为此次抗洪抢险的主力
军， 中铁三局在丰沙铁路先后投
入抢险人员430人、 车辆及设备
50台及其他小型机具若干。 抗洪
抢险的同时， 中铁三局国道109
项目三工区救助了40多名师生组
成的研学团， 以实际行动将铁军
精神发扬在另一个特殊的 “战
场” 上。

文字无声， 内里却涌动着作
家最炽烈、 最深沉的力量， 而我
们该如何透过作家构筑的文字世
界 ， 接近和触摸文字背后的思
考， 去感知无声文字里奔腾不息
的力量 ？ 您或许能在 《一米寂
静》 中找到答案。

《一米寂静》 是一部当代作
家的访谈录， 书中所收录的是文
学评论家傅小平与莫言 、 贾平
凹、 苏童、 韩少功等当代作家，
在一米见方的空间里进行的文学
对谈， 从理想、 人生到艺术， 从
创作技巧 、 文学母题到文化思
潮， 傅小平与被访者的对话， 不
是简单的你问我答、 你说我听的
关系 ， 而是既有不同文学 观 点
的交锋 ， 也有不同思想交织的
共鸣， 极富智慧的他们于寂静中
碰撞出的思想火花 ， 化成 漫 天
繁 星 ， 照 亮 着 我 们 抵 达 作 家
丰富内心， 以及辽阔文学世界的
路径。

尽管文学的形式丰富多样，
却与社会生活始终息息相关， 因
为 文 学 的 基 础 不 仅 建 立 在 活
生 生 的人性之上 ， 更能充分表
达我们每个人共有的情感和希望 。
“文学需要生活 ， 生活需要文
学”， 莫言认为， 小说从根本上
说写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不
管 时 代 怎 样 变 迁 ， 不 论 文 学
样 式 如何 ， 文学的基本诉求永

远都是让人生活得更好， 让人得
到更全面、 自由的发展。 苏童视
文学为生活赠予的礼物， 他认为
作家和生活的关系， “其实从来
不是亲密的拥抱， 也不是攻击性
的炮火 ， 而是高度三公尺的飞
行”， 这是极富哲学思辨的回答，
若即若离的距离、 关照现实的创
作、 文学表达的自由和独特， 正
是他所追求的 “三公尺的理想”。

文学与故乡的关系是难以割
舍的， 作家对故乡的认知， 是在
不断的创作中完成的， 而他们的
作品中深深地烙刻着故乡的印
记。 傅小平在与多位作家的对谈
中， 都谈到了 “故乡” 这个文学
母题以及作家与故乡错综复杂的

关系。
故乡对当代作家的写作无疑

是十分重要的， 贾平凹的文学作
品有身在乡村写城市的， 有身在
城 市 写 乡 村 的 ， 也 有 身 在 乡
村 写 乡村的 ， 他表示 ， 如果自
己一直在乡下， 反而有可能写不
了乡下， 而从乡下到城市几十年
后， “反倒对乡下的事看得更清
楚， 也更有感情去写乡下”， 故
乡和西安两个写作基地的切换，
让他 “从西安的角度认识故乡，
在故乡的角度上观察中国”。

李佩甫的小说叙事背景一
直未离开豫中平原， 这片生他
养他的地方， 于他而言， 既是精
神家园， 也是写作基地。 从写童
年、 少年、 家乡， 到写平原， 他
与写作相伴随， 对豫中平原的认
知步步深入， 他写作的研究方向
也转向追寻汉民族、 汉文化的发
展轨迹。

《一米寂静》 是不可多得的
访谈佳作， 让我触摸到一米时空
里的天地文心。 不管访问者、 受
访者的性格如何天差地别， “小
到字句， 大到人生” 的对谈蕴有
不同天地， 但他们都有相似的一
点， 就是对自己的存在有极其清
醒的洞察和理解， 也都对文学和
生活保持永恒且坚定的热爱和探
索。

为及时恢复整洁有序的市
容环境秩序， 进一步落实 “门
前三包” 责任制， 房山区城管
执法局对重点地区沿街商铺
“门前三包” 责任制落实情况
进行督促指导。

执法队员第一时间动员
“门前三包”责任单位积极开展
市、区组织的 “清洁环境 共建
家园”活动，要求“门前三包”责
任单位对门前杂物堆积、 淤泥
堆积、占道经营、店外经营等行

为自行整改， 督促各单位及时
把堆积在门店外的塑料瓶、废
纸屑等杂物清理干净， 将落叶
杂物推扫至道路两侧打堆清
运，及时清理门前淤泥，维护良
好市容环境卫生。

同时， 对占道经营、 乱堆
乱放等行为进行规范清理， 督
促商户严格落实 “门前三包”
责任， 管理、 维护好店外环境
卫生， 确保干净整洁、 井然有
序的市容环境。 （李安琦）

针对汛后部分地区道路损
毁情况， 门头沟区城管执法
局迅速启动应急预案， 将安
全作为重点工作进行部署， 联
合辖区燃气供应企业 ， 与华
油燃气公司区域巡线员开展线
路受损情况巡查工作。

结合燃气安全监管基础台
账， 执法队员深入山区， 与燃
气供应企业相关辖区分所逐一
进行实地走访调查， 详细查看
损毁严重区域的管线实际情

况 ， 针对遇到的各种突发情
况， 按照应急预案及时汇报、
协调， 确保辖区安全供气。

督促辖区内重点企业负责
人严格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
责， 严格落实燃气供应企业巡
线制度， 强化隐患排查治理工
作， 指导重点企业全面开展自
查 ， 做好隐患整改的闭环工
作， 加大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宣
讲解读， 增强责任主体的安全
意识。 （成光）

门头沟区城管执法局

联合燃气供应企业
开展汛后燃气管线安全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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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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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