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 守护消费者“美丽与权益”

·广告·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聚焦颜值
经济， 线上线下积极落实质量监
管、 价格巡查部门职能， 全力守
护消费者的 “美丽与权益”。

聚焦鲜花市场， 把好价格巡
查关 针对节日期间鲜花销售量
大、 易发生哄抬价格的情况， 执
法人员梳理辖区花店经营户名
册， 通过线上提示、 线下巡检等
方式多渠道提升经营商户法律意

识 ， 促使商家自觉加强价格自
律， 做到明码标价。

着眼 “颜值经济”， 把好安
全监管关 以化妆品专营店 、 美
容美发机构等化妆品经营单位为
检查对象， 执法人员重点对美白
淡斑、 补水修复、 防晒类、 防脱
发类等功能性特殊化妆品及近期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的不合
格化妆品进行监督检查， 敦促化

妆品经营单位增强法律意识， 依
法合规从事经营活动。

畅通投诉渠道， 把好权益保
护关 执法人员对群众投诉做到
快速接收 、 快速督办 、 快速解
答 ， 严厉打击不按规定明码标
示、 哄抬价格、 串通涨价、 价格
欺骗等价格违法行为， 保障受理
咨询渠道高效畅通， 努力营造放
心、 舒心的消费环境。 （安靖轩）

□王贤芳

一张“欠条”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读《故宫与名人：百年前的人，百年前的事》

□刘小兵

熠熠生辉的文化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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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尔所长
□王占雨 文/图

“谁说女子不如男。” 这句
话用在镇市场监管所佩尔身上再
恰当不过了。 一位乡镇女干部 ，
带领团队守护市场安全， 把全镇
市场监管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深
受广大商户的称赞。

佩尔姓吕， 今年44岁。 那年
乡镇机构改革， 从综治办换岗到
市场监管所任所长， 她说： “叫
我干啥就干啥， 在哪里都是实实
在在为老百姓服务。” 一句本分
话， 道出了她对工作的热爱。

小镇位于山脚下， 一半是山
区， 一半是平原， 不算大， 70平
方公里 ， 3.2万人口 。 但市场规
模因为交通便捷、 客货流量大，
近年来发展很快， 有工业企业70
多家， 市场主体3640户， 被授予

“全国文明镇” “全国环境优美
镇” 等多项荣誉称号。 佩尔对同
事说： “我们的市场大， 人流、
物流量大， 摆在面前的任务也很
重 ， 市场安全咱都得操心管 。”
面对重任， 她勇挑担子。

每天她总是第一个到单位，
查看所里7位工作人员前一天工
作完成情况和基层反馈的信息，
召开班前会安排当天的工作， 然
后吆喝一声： “走， 下去！ 我们
的工作对象是商户 ， 是企业 ，
是市场 。” 一次在市场检查中 ，
发现有个商户出售不合格饮用
水， 佩尔带着样品找到当地生产
厂家， 负责人说 “是在做试销”，
佩尔理直气壮： “试销也不行，
饮用水关系百姓的健康， 产品不

合格坚决不能销售， 现在就必须
追回销毁 。” 负责人接受批评 ，
立即派人销毁了送往几家商店的
饮用水。 她还派人跟踪企业改进
生产工艺， 使产品很快达标投放
市场。 后来那位企业负责人说：
“感谢你及时给我们打了 ‘预防
针 ’， 真要出了食品安全问题 ，
我们的企业也就毁了。” “不能
只看眼前利益， 应该有长远发展
目标， 助力企业健康发展也是我
们服务的目的。” 佩尔的一席话

让企业负责人很是感动。
年过8旬的流动摊贩李大娘

卖小商品维持生计， 没有营业执
照，听说这件事后，佩尔在农贸市
集上找了3天，才找到东躲西藏的
李大娘，佩尔说：“大娘，您太辛苦
了，我帮您办个营业执照，大大方

方经营， 还能享受政府提供的优
惠政策。 ” 大娘开始还有些不情
愿，经她耐心解释，消除了顾虑。
“三八”妇女节那天，佩尔把营业
执照送到李大娘家， 大娘高兴地
说：“闺女，太感谢你了。 ”即使在
生命的暮年， 李大娘也用奋斗赢
得了尊严，生活焕发出新的光彩。
同事们都说：“所长情系市场，每
天带给我们的都是满满正能量。 ”

佩尔曾连续两届担任市政协
委员， 所提提案数次被采纳。 她
对所里的工作人员说的最多的
是： “食品、 药品、 工业品和特
种设备的安全我们必须牢牢抓住
监管不放。” 她认为做好了这些，
才对得起肩上的责任， 对得起群
众对她的信任。

守护小镇市场安全， 她把这
看的比什么都重要。 虽然每天忙
碌辛苦， 但她认为守护的是自己
的初衷， 是对工作的热爱和对人
民的奉献。

《故宫与名人： 百年前的
人， 百年前的事》 围绕故宫博
物院创办前后的发展史， 叙写
了蔡元培、 王国维、 胡适、 陈
寅恪等知识分子与故宫的相关
史事， 并借助大量第一手资料
及珍贵文献， 形象生动地揭示
了故宫博物院近一个世纪前的
历史变迁。

故宫建成距今已有600余
年的历史。 多年以来， 围绕着
这座精美宫殿的传承与保护话
题， 近现代一大批知识分子纷
纷站在不同的视角表达出真知
灼见， 为弘扬故宫文化增添了
生动的注脚。 本书从故宫的历
史称谓、 故宫与颐和园及圆明
园的命运遭逢、 故宫文物的南
迁、 故宫档案的研究、 故宫建
筑艺术解构等方面， 披露了众
多 “故宫人与故宫事”， 为我
国文博事业的茁壮发展提供了
可资借鉴的参考。

最早与故宫结下不解之缘
的蔡元培 ， 在民国成立后不
久， 就提出了应在故宫建立博
物院并对公众开放的建议 。
1925年10月， 故宫博物院正式
成立， 蔡元培被选为故宫博物
院临时董事会董事。 然而， 旧
中国政局飘摇， 故宫及其馆藏
文物的保护始终面临着严峻的
挑战 。 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
代， 一度曾有人秘密筹划拍卖
故宫文物， 蔡元培闻讯后， 当
即发动社会各届阻止了这次行
动。 后来， 南京政府成立后，
又有人提出 “废除故宫博物
院” 的提案， 蔡元培从保护传
统文化的角度予以坚定的驳
斥，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最
终使得提案未获通过， 让这座

文化与艺术的宫殿免受侵袭。
此后， 蔡元培又亲自参与制定
故宫博物院的组织管理条例，
对故宫的职能进行明确规定，
使故宫博物院因此成为近代较
为严密的文化机构之一。

在保护故宫的行列中， 还
有一大批学贯中西专家学者的
身影， 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就
是一位意志坚定的 “故宫人”。
作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 陈
寅恪曾一头扎在浩如烟海的故
宫文献宝库中， 对那些上万卷
尘封的史料予以精心考证 。
1937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
一开始， 陈寅恪是反对故宫文
物南迁的， 认为战乱时代南迁
会造成文物散失。 后来， 当他
目睹到侵略者的残暴后， 力主
故宫文物南迁。 在他的大力推
动下 ， 大批故宫文物经京 、
沪、 宁、 川等地辗转， 终于得
到了妥善保护。

故宫， 作为世界上现存规
模最大、 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
结构宫殿型建筑， 在我国及世
界建筑史上都享有崇高的地
位。 汲取它的建筑精华为我所
用， 是近现代建筑人义不容辞
的责任。 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
在系统总结和传承故宫建筑艺
术方面， 发挥了开山辟路的作
用。 早在1932年， 他便率队勘
察故宫文渊阁， 其间完成的大
量学术著作和测绘图纸， 成为
研究故宫建筑艺术的珍贵资
料。 通过研究故宫， 梁思成创
立了中国建筑样式学、 古典建
筑美学等新兴学科， 并写出了
《中国建筑史》 这一宏篇巨作。

今天， 当我们有幸走进金
碧辉煌的故宫， 领略它雄浑博
大的艺术魅力时， 请不要忘了
一代代 “故宫人” 不求闻达的
默默耕耘， 正是得益于他们无
怨的奉献和付出， 才让故宫这
座精神坐标历久弥新， 成为无
数国人心中熠熠生辉的文化印
记。

书房抽屉的记事本里夹着一
张珍贵的欠条 ， 打欠条的人是
我， 时间是2003年4月的一天。

那年我教初三， 还担任班主
任。 因为我不喜欢沉闷的学习气
氛 ， 所以班级管理我一直采取
“民主集中制”， 大事小事都是通
过班会、 班委会等形式， 先民主
再集中， 让学生自主管理。 学生
们开心， 我也轻松。 我们之间亦
师亦友， 上课严肃认真， 课间团
结友爱， 他们当着我的面就敢喊
我 “老班” “老大”， 以至于办
公室的老教师都善意地提醒我，
不要和学生走得太近， 可能会影
响成绩 。 而我总是笑着点头赞
成 ， 实际上依然 “我行我素 ”，
班里的各项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我根本不用担心。

那年4月的一天， 校长通知
我， 说我通过了层层选拔， 成为
后备干部， 需要外出培训两周。
当时， 年级主任也在校长室， 他
看了看我， 为难地说： “校长，
王老师能选上后备干部是好事，
可她是毕业班的班主任， 眼瞅着
就要中考了， 她的班谁给带？ 她
的课谁给上啊？” 校长看了看我，
对主任说： “你说的我都知道，

但小王成为后备干部是好事， 咱
得支持 。” 主任无奈地点点头 ，
离开了。 我也很矛盾地回到了办
公室。

眼看着离外出培训的时间越
来越近， 我每天纠结要不要去参
加， 放弃又不甘心， 想去又担心
影响学生的中考， 我变得越来越
焦虑， 每天无精打采。

那天上早读 ， 我刚走上讲
台， 就被讲桌上的一张欠条惊到
了。 欠条上写着： 本人因外出参
加培训， 不能到校给学生上课，
故借学生10天时间。 本人承诺外
出培训时好好学习， 结束后立马
返校将时间还给学生， 并支付利
息在毕业典礼上为全班学生唱歌
一首。 特立此为据。 立据人 （签
字）。 班长站起来对我说： “老
师， 我昨天去送作业的时候听说
了 你 要 培 训 的 事 ， 知 道 你 这
些 日 子为什么不开心了 。 回来
以后， 我们开会研究了一下， 决
定让你放心地去学习， 我们在家
会好好复习的……” 他语气一
顿， 笑着说： “不过你得签了那
张欠条。” 我还是有点犹豫， 学
生们一起起哄： “签了它， 签了
它。” 班里的小胖从书包里拿出

一盒印泥， 严肃地示意我签完名
后要按上手印， 我笑着拍了他一
下： “呵， 咱们小胖懂的还不少
呢。” 就这样， 在学生们的鼓励
下， 我愉快地签下了人生中第一
张 “欠条”。

培训回来时， 学生们一见到
我就说：“老班， 你不在家我们表
现得可好了，没给你丢脸。 校长、
主任都在大会上表扬咱们班呢。 ”
那一瞬间， 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
转， 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谢谢
大家， 接下来的时间， 我会和大
家一起加倍努力。” 热烈的掌声
响彻教室。

那年中考， 我们班超额完成
任务， 升学率总评第一。 毕业典
礼上， 我当着全校师生和家长的
面讲了 “欠条” 的故事， 还为我
的学生演唱了一首 《祝你一路顺
风》。

多年过去了， 那张 “欠条”
没有随着学生们的毕业而消失，
相反 ， 它带着这段珍贵的小故
事， 永远定格在了那个美丽的春
天， 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它是我
与学生之间深厚情谊的见证， 更
是我教育生涯中一段难忘的经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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