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告·

门头沟区城管执法局

门头沟区城管执法局提前部
署执法力量， 对辖区内学校周边
市容环境违法问题进行全面摸
排， 统筹安排执法资源， 加大校
园周边影响开学环境秩序违法行
为的查处力度。

压实安全责任， 对使用燃气
的学校食堂以及学校周边200米
内使用燃气的餐饮企业进行 “起

底式” 隐患排查， 结合台账对学
校食堂开展全面检查， 确保消除
燃气安全隐患。

强化文明施工意识， 做好周
边工地安全检查工作， 严查运输
企业渣土车辆不符合要求、 道路
遗撒、 混装混运等违法行为， 要
求工地合理安排工期， 在未经有
关部门批准下， 严禁夜间施工。

持续开展 “并肩行动”， 联
合公安部门严查无照经营、 非法
小广告、 非法运营等违法行为，
统筹安排值守时间和人员， 定人
定岗， 对违法行为进行劝导， 规
范校园周边街区商铺出店经营、
占道经营行为， 督促经营者落实
“门前三包”， 保障开学季校园周
边环境秩序良好。 （成光）

这世界有一种人， 惯不会高
调地吹擂， 而是默默地、 认真地
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几十年如
一日， 沉浸、 忘我， 不知疲倦。

今年7月， 我应邀去采访深
耕大电网安全稳定控制领域30余
年的薛峰， 想要深入了解他的事
迹。 去之前， 布置任务的陆老师
说 ， 对方的表达能力很好 ， 放
心， 一定有东西可以写。 然而到
了现场， 虽然整个过程薛峰都非
常配合， 有问必答、 知无不言，
但一周下来， 我并没有获得我想
要的细节。 因为每当我问及个人
的故事， 他总是不经意地将话题
引到团队上去。 对谈一周， 有次
我偶然间抬头看他， 发现他正揉
着眼睛， 状态似乎有些疲惫。

相较而言， 他与同事讨论专
业话题时似乎更得自由， 兴致也
更高一些。好几次他去开会，我同
坐会议室旁听。 无论是回顾前阶
段完成的工作， 还是讨论将要在
重要学术论坛上发布的PPT，只
要聊到技术话题， 薛峰就像一个
“行走的图书馆”，引经据典、张口
即来，而且侃侃而谈，不知疲倦，
全不似接受采访时的模样。

通常他不坐C位， 而是坐在
那个离屏幕最近的位置， 发现疑
问时就直接起身走到屏幕前， 对

照上面的图文逐字逐页地点评起
来。 如果用八个字形容他的工作
态度， “慧眼如炬， 观察细微”

无疑是最为贴切的 。 内容 、 标
点、 日期、 格式， 所有的一切他
都抠得很细， 但凡在一群中文标
点里出现一个英文标点， 也难逃
他的 “法眼”。 薛峰说， 功夫在
平时， “临时抱佛脚” 是走不长
远的， 只有让团队里的每一个职
工养成习惯， 才能在面临紧急情
况时不出错， 不会因为一些小问
题使得别人对团队的专业能力产
生误解。 很多时候， 面对团队成
员的问题 ， 他不会直接给出答
案， 而是引导大家自己去思考，
发现问题 ， 进而解决问题 。 他
说， 再好的朋友也是没法代替你
走路的， 就像一个再好的向导，
也只能告诉你要往哪边走， 但是
如何更快地抵达， 需要走路的人
自己去思考、 去探索。

薛峰在讲到专业问题时汪洋
恣肆的样子与接受采访时一板一
眼的样子形成鲜明对比。 这不由
让我想起另外一个人来———“时
代楷模”、 国网慈溪市供电公司
客服中心社区客户经理钱海军。

记得我最早采访钱海军的时
候，也是深感苦恼。因为他总不按
照你设想的方向走。 有时满头大

汗地“盘问”数小时，也得不到几
句有用的话。 你问他最近做了什
么事情，他说他没做什么事情；你
问他最近帮助过什么人， 对方叫
什么名字，他会说有某某大爷、某
某大妈， 紧跟着又说：“我知道他
们住在哪里， 给他们服务好就好
了，为什么要知道名字呢”……诸
如此类，不胜枚举。在相当长一段
时间里，我深感困惑，明明他有那
么多事情可讲， 为什么就不愿意
展开讲讲呢。

直至后来， 跟随他一起去到
那些服务的老人家里， 看着他为
他们忙上忙下、 装灯修线， 看着
他与他们像家人一样聊天 ， 听
着那些老人讲述他的许多不为
人知的故事， 再到他把 “千户万
灯” 等项目带到西藏、 吉林、 四
川、 云南等7个省和自治区， 钱
海军的形象在我眼前变得立体
起来。

从某种角度来说， 薛峰和钱
海军虽然从事的具体工作不一
样， 但他们同是一类人。 低调 、
务实 ， 不喜宣扬 。 但你若走近
去， 把了解的方式由 “问” 改成
“看”， 便会恍然大悟。

□杜春兰

最最好好的的教教师师节节礼礼物物

□潘玉毅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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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这世世界界有有一一种种人人

“叮咚”， 手机微信收到
一声消息提醒， 我顺手打开手
机查看信息。 原来是导师在师
门群里发了一张照片， 照片里
是整齐摆放的精美礼盒， 正在
我好奇之时， 紧跟着照片下面
又出现了一条文字消息： “给
大家定制了教师节礼物 ， 不
贵， 就是我的一点小心意， 大
家方便的时候将地址发给我，
邮寄给你们。 提前祝大家教师
节快乐。”

这猝不及防的礼物让整个
师门群惊喜万分。 大家纷纷留
言向导师表达感谢之情。 一旁
的家属见我一脸惊喜， 瞄了一
眼我的手机说道： “见多了学
生给老师送礼物， 还是第一次
见老师给学生送礼物呢。” 谁
说不是呢！ 我快速将地址发送
给导师， 顺便向导师和师母表
达了问候。

研究生阶段读的是高等教
育学专业， 同学几乎都是从事
着各级各类教育事业的在职老
师， 这也是导师在群里集体祝
福我们教师节快乐的原因。 自
从走上各自的工作岗位， 我们
仿佛只记得自己的老师身份，
却忘记自己也曾是个学生。 每
年的教师节， 我们常常沉浸在
自己学生的祝福声中， 却忽略
了那个赋予我们教师资格和能
力的老师。

回想起学生时期， 为了证

实一个参数的准确性， 导师和
我们一起探讨至深夜； 为了让
我们开阔眼界， 导师自掏腰包
让我们参加各地的教育论坛；
也曾因为论文投稿碰壁， 情绪
低落 ， 导师陪着我们改了又
改。 那些时光里， 我知晓了什
么叫做学术严谨， 什么叫做恩
同山岳。

我一边等待老师的神秘礼
物， 一边纠结回复什么样的礼
物给老师。几天后，收到了导师
的礼物， 是老师定制的精美金
属书签， 书签一面刻着我们在
学期间的学号以及姓名， 一面
刻着一句话：“一位好老师，胜
过万卷书”。 一面是学生的身
份，一面是教师的职责。

收 到 礼 物 我 恍 然 大 悟 ，
“学习” 是学生最形象的标签，
“学习” 也更应该成为教师的
标签， 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
往往和传道授业一样重要。

在往后的职业生涯中， 我
的导师一定不知道， 这个礼物
常常在我遇到困难、 停滞不前
时指引着我， 也常常在我觉得
茫然倦怠时警醒着我， 成为我
教师生涯中的一盏指路明灯。
教会我要像他一样， 将自己凝
练成一本好书， 值得学生一读
再读。

想来， 以学生的姿态深耕
教育领域， 大概就是回馈给导
师最好的教师节礼物。

■工友情怀

———读《奔跑的中国草》 □钱春华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奔跑的中国草》 一书中，
作者钟兆云以深情细腻的笔触，
勾勒出中国菌草技术先驱林占熺
先生以科技报国的人生画卷， 不
仅展现了菌草技术从萌芽到蓬勃
发展的壮丽历程， 更深刻揭示了
个人理想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
崇高情怀。

故事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
中国农村经济正处于转型期， 闽
西长汀县面临着严重的水土流失
和生态破坏问题。 同时， 该区域
又是香菇栽培基地， 农民依赖砍
伐树木种植香菇以谋求生计， 导
致 “菌林矛盾” 日益尖锐。 这一
矛盾不仅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 更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可
逆转的损害。 林占熺长期从事食
用菌的研发和生产工作， 为了破
解 “菌林矛盾 ” 这道世界性难
题， 林占熺以强烈的使命感， 举
高债、 弃仕途、 当 “草民”， 想
用科技创新的力量， 造福广大农
民， 于是， 他命运的齿轮开始和
各种草木一起转动……

以草代木的攻关过程并非一
帆风顺， 面临了重重困难， 林占
熺还遇到了一些人的不理解。 但
他坚持理想， 在同频同振的科学
家论述里找到了 “草业 ” 的力
量， 在无数失败的试验中最终找
到 了 他 想 要 的 “草 根 菌 缘 ” 。
1986年10月的一天， 他在芒萁上
看到长出了几朵小香菇， 试验成

功了， 林占熺终于实现了以草代
木的重大突破 。 这一技术的诞
生， 不仅解决了香菇栽培中的木
材依赖问题， 保护了生态环境，
还极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 提高
了农民的收益。 随着菌草技术的
不断推广和应用， 它不仅在国内
贫困地区生根发芽 ， 还走出国
门 ， 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开花结
果， 成为国际减贫事业中的一抹
亮色。

《奔跑的中国草》， 让读者
看到了一位农林科学家的梦想与
坚持， 展现了林占熺深厚的家国
情怀。 通过林占熺的奋斗历程，
生动展现了科技工作者以国家需
求为己任 、 勇于担当的精神风

貌。 林占熺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
学家， 更是一位具有强烈社会责
任感和使命感的爱国者。 他将个
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到了国家的发
展大局之中， 数十年如一日， 用
实际行动诠释了 “科技报国” 的
深刻内涵。

林占熺及其菌草技术的成
功， 不仅为中国的农业科技发展
树立了典范， 更为全球范围内的
生态治理和减贫事业提供了宝贵
的经验和启示。 它告诉我们， 面
对困难和挑战时 ， 只要勇于创
新、 敢于担当、 坚持不懈， 就一
定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 同
时， 它也强调了科技创新在推动
社会进步、 改善人民生活中的重
要作用。

《奔跑的中国草》 不仅是一
部关于菌草技术发展的科技史，
更是一部展现中国科学家精神风
貌的励志篇。 它让我们看到了科
技的力量、 看到了创新的价值，
更看到了个人理想与国家命运紧
密相连的无限可能。 在未来的日
子里， 愿我们都能怀揣梦想、 勇
于探索、 不懈奋斗， 为祖国的繁
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

以草代木 破解世界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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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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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做好开学季校园周边环境秩序保障工作

薛峰 （左一） 与研发人员在实验室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