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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黄金金路路

·广告·

门头沟区城管执法局 开展汛期街面环境秩序全面保障工作

———读陈伟军《阿布尔的孙悟空》

每个孩子心中
都住着“孙悟空”

□李钊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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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仍索 文/图

10年工会情
一个宁静的午后， 阳光透过

窗帘的缝隙洒在桌面上， 一张泛
黄的老照片悄然滑落， 瞬间， 记
忆的闸门开启， 将我带回了这段
与工会紧密相连的金色年华。

照片中， 我站在一辆满载着
节日祝福的面包车旁， 手中捧着
沉甸甸的石榴与红彤彤的苹果，
正笑容满面地将这份来自工会组
织的关怀传递给每一位基层职
工。 那一刻， 空气中弥漫的不只
是果香 ， 更是人与人之间最纯
粹、 最温暖的情谊。

10年前， 怀揣着对工会工作

的满腔热情与无限憧憬， 我踏入
了充满爱与责任的工会大家庭。
从办公室主任到组宣部部长， 再
到综合部部长， 每一个角色转换
都见证了我与工会共成长的足
迹。 秉持 “维护职工权益、 助力
企业发展、 参与民主管理、 提升
职工素质” 的工作宗旨， 用实际
行动诠释着 “群众利益无小事”
的深刻内涵。

春日里， 我们化身 “就业红
娘”， 穿梭于企业与职工家庭之
间， 为职工家属寻找合适的就业
岗位， 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 那

些日子里， 电话声此起彼伏， 信
息往来不绝， 每一份努力都只为
换来一个家庭的安心与笑容。

夏日炎炎， 我们深入矿井深
处， 将一份份清凉与关怀送到职
工手中。 在昏暗的巷道里， 汗水
与煤灰交织成一幅幅动人的画
面， 而职工们那质朴无华的笑容
和由衷的一声 “谢谢 ”， 则是对
我们最好的回馈。 那一刻， 所有
的疲惫都烟消云散， 只留下内心
的满足与幸福。

金秋送爽， 我们携手开展助
学活动， 为职工子女点亮希望。

助学金发放仪式上， 孩子们眼中
的光芒比秋日的阳光还要耀眼。

寒冬腊月， 我们更是成为困
难职工家中的 “温暖使者”。 无
论是走进职工家中嘘寒问暖， 还
是亲手为他们贴上春联 、 包水
饺， 每一份关怀都如同冬日里的
暖阳， 温暖着他们的心房。

在工会这片热土上， 我见证
了太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经费审

查委员会的铁面无私、 女职工委
员会的贴心守护、 职工代表的履
职尽责……这些点点滴滴汇聚成
一股强大的力量， 推动着工会事
业不断向前发展。

岁月如梭 ， 转眼间 10年已
过， 但我对工会的热爱与执着却
从未改变， 这是我人生中最宝贵
的一段经历， 成为我前行路上的
不竭动力。

��或许在你现在和曾经的工会工作中， 没有轰轰烈烈的不凡事迹， 但总会有一些
温暖的时刻伴随着某些物件、 某些人和某种符号在记忆中留了下来， 比如一次活动、
一个日子、 一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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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碎的阳光从山顶上洒落，
薄薄的， 像一层金粉铺在铁道线
上， 铁路变成了一条黄金路。

在黄铁军眼里， 绵延万里的
铁道线就是人们致富的黄金大
道。 这些年， 黄铁军在不同工区
工作， 见证了沿线城市在铁道线
的串联下变美变富， 见证了昔日
默默无闻的小镇因为铁路变成了
旅游区。

刚进入铁路系统工作时， 黄
铁 军 从 事 通 信 设 备 检 修 和 养
护工作， 每日和铁轨为伴， 收工
时， 看到夕阳洒落在铁轨上闪着
耀眼的光， 他暗下决心， 一定要
练就过硬的本领， 为铁路发展出
力。

那时的通信线路主要是架空
明线 ， 检修 、 施工用的主材铁
线、 瓷瓶都得靠肩扛人抬， 作业
点离得远， 干活时一个人通常要
负重百来斤， 黄铁军不怕苦， 他

抢着干最重的活。 下班后， 他苦
练技术， 把练习用的备品拆了又
装， 装了又拆。 黄铁军其实并没
有很好的通信基础， 书上密密麻
麻的专业符号看不懂， 他就去请
教别人； 设备模块长得像， 不好
区分， 他就采取最笨的方法死记
硬背。

时间一天天过去， 靠着执着
的学习劲头， 黄铁军成了工区的
技术能手， 但他并不满足， 依然
每天一下班就钻进书海， 没事就
捣鼓设备， 干活时更积极、 更专
注。 有一年恰逢新线验收， 黄铁
军第一个报名， 因为他知道这又
是一个学习的好机会。 新线食宿
条件差， 黄铁军就带着馒头和干
粮坚守在线路上， 验收工作非常
繁琐， 他日夜忙碌， 厚厚的台账
本里记录着他经手测试的所有设
备的数据， 他还随身携带着另一
个厚厚的笔记本， 把工作中的心

得和方法也详细记录下来 ， 他
说， 这些经验和方法可以给同事
传阅， 供更多人参考。

在他的努力下， 新线提前半
个月验收完毕， 工期结束后， 他
整个人瘦了一圈 ， 头发又长又
乱， 但他说， 设备正常、 设备的
数据准确齐全才是最重要的， 其
他困难都可以克服。

去年， 正值管辖范围复线开
通， 车站改造， 他果断挑起了重
担。 但是施工任务同时交织， 造
成施工难度增大， 人手紧缺， 如
何确保各项任务圆满完成？ 黄铁
军刚接到任务时虽然感到为难，
但执着的他知道， 铁路建设早日
完成， 才能早日为民生服务， 于
是他又一头扎进工作中， 废寝忘
食 。 施工期间 ， 克服了重重困
难， 黄铁军 “白加黑” 连轴转。

凭借出色的表现和 过 硬 的
技术 ， 黄铁军先后获得全路火
车头奖章，集团公司先进工作者、
优秀共产党员、 优秀班组长等荣
誉，说起这些成绩， 他谦虚地说，
只是做了自己分内的工作。

黄铁军把工区当成了家， 把
工作当成了最重要的事， 一路走
来， 他早已不再年轻， 从一头黑
发再到如今的稀疏白发， 黄铁军
把最美的时光奉献给了铁路， 但
他一点也不后悔， 他说现在铁路
建设日新月异， 高铁成了中国响
亮的品牌， 每个铁路人都会感到
骄傲。

现在的黄铁军依然每天奔忙
在线路上， 在设备丛林中探索，
处理着一个又一个故障， 培育着
一批又一批新人。 阳光洒在铁轨
上， 他微笑着看金色的铁轨一直
通向远方， 通向千家万户……

“孙悟空” 这个脍炙人口的
神话人物， 是孩子们心中无所不
能的 “盖世英雄 ”， 也是勇敢 、
坚毅、 永不放弃的代名词。 作家
陈伟军在其所创作的 《阿布尔的
孙悟空》 中， 将“孙悟空”这个英
雄形象融入到非洲少年阿布尔的
生活里， 以他的视角讲述一段非
洲少年在战乱、 贫穷和疾病的苦
难生活中坚韧成长， 以及与中国
维和军人之间发生的温情故事。

和平年代里， 选择奔赴充满
危险的国家执行维和任务， 接受
生死考验， 守护世界和平的中国
维和军人， 无疑是孩子们心目中
的“孙悟空”。 在《阿布尔的孙悟
空》这部作品中，作者没有刻意去
突出中国维和军人的高大形象，
而是将他们的经历融入到非洲少
年的日常生活里， 着力描写中国
维和军人与当地人民发生的交
集，用充满温情的笔触、生动鲜活
的细节，塑造一群热爱生活、爱好
和平的非洲少年形象， 从非洲少
年的视角， 反观中国在维和行动
中的大国担当，呈现出跨越山海、
守护世界和平的中国维和故事。

小说首章里， 作者描写了非
洲少年阿布尔追逐中国维和部队
车辆的场景， 因为在阿布尔的心
中 ， 无论是6年前的罗菲医生 ，
还是如今的维和军人黎耀， 中国
维和军人为他们带来平安幸福的

生活， 也给他们幼小的心灵注入
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 是他们渴
望成为的 “孙悟空”。 黎耀在维
和部队营地为当地儿童举办联欢
会、 女军医罗菲用中医治疗阿布
尔母亲的病痛、 工程师孟伟参加
援非工程改善当地的交通状况等
等， 虽然从文学创作角度来说，
这些十分重要的援非工作或许没
有战场故事那般 “吸睛”， 可在
作者的细腻书写下 ， 这些看似
“普通”， 以爱和坚持推动可持续
和平的维和故事， 绽放出绚丽无
比的艺术光彩。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形
象， “孙悟空”之所以深入人心，
让孩子们对他充满好奇和敬仰，
不仅仅在于他无所不能的超自然
能力，更在于他百折不挠、敢于承
担、 勇往无前的人格魅力， 不断
鼓舞着孩子们勇敢面对困难和挑
战， 追求自己的梦想。 早熟懂事
的阿布尔、 天真烂漫的小伊曼、
勇敢坚强的维恩、 执着艺术的达
卡……这些非洲少年们热爱生
活、 渴望和平， 从未失去生活的
希望。 维和不仅维护的是非洲人
民的和平家园， 更要细致入微地
关注他们的心灵世界。 随着与中
国维和军人接触越来越多， 阿布
尔对 “孙悟空” 的含义有了更为
深刻的认识， “孙悟空是你， 是
我， 是我们每一个人”。

《阿布尔的孙悟空》 一书，
让孩子们心中维和英雄的形象具
象化和立体化， 让每一个心怀梦
想的孩子， 都认识到自己也可以
成为自己的 “孙悟空 ”。 或许 ，
这就是本书最大的意义所在。

加强应急部署。 门头沟区城
管执法局成立防汛应急环境保障
队伍， 24小时待命， 遇到突发事
件， 及时启动应急预案， 实地排
查处理各类环境安全隐患。

加强辖区门前三包管理。 重
点对门前堆物堆料、 乱设广告牌
匾、 破损广告等行为进行检查，
发现一起及时整改一起。

加强道路环境及市政公用设
施的安全排查。 对门头沟区主要
道路、 国道沿线及景区周边存在
的道路破损、 道路积水、 井盖缺
损、 灯杆损坏、 道路乱设广告牌
等安全问题， 及时发现， 及时通
知相关职能部门， 及时处理。

加强工地汛期安全检查。 重
点对工地堆放物料、 防汛物资准

备、 运输车辆是否符合要求等进
行安全排查， 同时做好安全教育
宣传， 指导施工单位汛期安全。

加强对夏季露天烧烤大排
档、 施工扰民、 道路遗撒、 无照
经营等高发违法形态的查处力
度， 确保辖区内环境秩序安全稳
定。

（成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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