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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美容师：为谁辛苦为谁甜

提起环卫工人，许多人都会把他们与脏联
系在一起，而当我们真正穿上环卫工作服拿起
扫帚拉起装满垃圾的保洁车的时候，才真切地
感受到他们所付出的艰辛与汗水，也真正体会
到我们这个城市对环卫工人是多么的依赖，他
们用自己的脏换来整个城市的洁净与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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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6

日凌晨
3

点
40

分， 我被闹钟声惊醒：

今天我们要去当一天环卫工人，体验体验他们
的生活。迅速起床收拾完毕下楼，发现平日喧
嚣的城市竟然是那么的静谧， 黄色的路灯下，

大街上显得空空荡荡的，只有远处的广告牌灯
光在闪烁。 我加快了脚步往目的地火车站走

去。行至中山北路，远处已经有身穿黄色环卫
服的工人开始扫地了，还有一名工人正在做开
工前的准备：他解开保洁车轮的锁，一边用手
按按车轮看看是否需要充气，一边从车里拿出
他们的工具———扫帚和保洁袋。

来到火车站东侧的新华东路，这里也是中
心城区最繁华的地段之一。老远就看见几个身
穿工作服的环卫工人在路上清扫马路，熟悉而
又别扭的身姿让我一眼就认出这是我的几个
同事。走近一看，三名早到的同事已经在几个
环卫工人的指导下起劲地扫地呢。由于不得要
领，扫起来的动作显得有点僵硬和别扭。“扫地
的时候右手要握住扫帚把的后端，左手手背向
下用力握住扫帚的中下端，这样扫灰尘不会漫

天飞扬起来。”在环卫工大姐的指点下，我们逐
渐找到了扫地的感觉， 大家齐心合力地干起
来，不一会的功夫就扫完了将近一百米的人行
道路面。“这才是开始呢，扫完地后，还要拉保
洁车一段一段地将成堆的垃圾用铁锨铲起来
装到保洁车上，再拉到垃圾中转站。然后回来
再沿着自己的辖区来回“巡视”，发现有垃圾要
及时收纳到保洁袋中，这样的工作要持续到中
午
11

点左右才算告一段落，中间还要对沿街的
垃圾桶进行擦拭保洁。中午短暂休息后，下午
接着继续重复上午的工作， 直到天黑才能收
工。”同去的环卫处的同志告诉我们说。

垃圾装好车， 我们几个人轮流拉车向位
于新华市场的垃圾中转站走去。来到中转站，

一股难闻的酸臭味道扑鼻而来， 环卫工人陈
大姐告诉我们，这还是秋天的早晨天气不热，

如果是夏天的高温天气， 这里的苍蝇直往身
上撞，味道更难闻。在垃圾处理间，平素里讲
究的我们也顾不上恶臭的气味， 抄起铁锨和
耙子将车里的垃圾卸到垃圾集装箱里。 从扫
地到装车运送到垃圾中转站， 这些活对平均
年龄都超过五十岁的环卫工人来说都是家常
便饭，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平时缺乏劳动锻炼

的人来说已经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了， 大家都
感到身上被汗湿透， 而且腰酸腿痛的感觉越
来越明显。

7

点
30

分， 天亮后我们回到开始打扫卫
生的地方看见环卫工陈大姐还在那里做保
洁。她说，才打扫完，早上几辆出殡的车过去
扔了一路的纸钱， 我还得一张张捡起来。我
们看见她手里的工具换成了捡拾器，我们体
验了一会， 长长的捡拾器就像大夹子一样，

虽然不用弯腰了，但是时间一长整个手和小
臂都酸软了。陈大姐告诉我们，这段路上的
商店非常多，一到早上商店开门后，许多人
就把吃过早饭的饭盒、筷子、餐巾纸等垃圾
随意丢弃在门前，她还得一趟趟来回及时清
扫到保洁袋里， 每天在

350

米长的路上不知
道要走多少个来回。

虽然只干了一个上午，这短短的时间里让
我们体会到了一名环卫工人的艰辛与不易，他
们一年四季风雨无阻坚守在自己管辖的路段
上，用默默的坚守保障了我们身边环境的洁净
与优美， 我们还有什么理由随意制造丢弃垃
圾，用不文明的行为肆意破坏我们大家共同生
活的美丽城市呢！

□

本报记者周海燕郝光杨柳赵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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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群众学习

李春富
今天一上班，听说信阳日报

社民生新闻部的四位记者就和
环卫工人一起去干活了。 捡垃
圾、拔杂草、扫街道……忙得不
亦乐乎的他们，一个最深刻的感
受就是：平凡而又伟大的基层工
作和平凡而又伟大的基层群众！

笔者不禁为这种走基层的
方式拍手叫好。 因为笔者是从
农村走出来的，是基层的一员，

深知基层生活平凡中的艰辛，

基层工作琐碎中的高尚， 基层
群众朴素中的伟大。而且，笔者
也是一个新闻工作者， 深知新
闻的源头在基层、精华在生活、

老师是群众。因而，民生新闻部
这种做法值得坚持和倡导；因
为，他们领悟了新闻之本，那就
是向群众学习。

自今年
8

月中旬以来，新闻
界启动了“走基层，转作风，改
文风” 的活动， 各媒体迅速响
应，稿件发表之快捷、反映生活
之深刻、社会影响之广泛，蔚为
大观。这是一件好事，笔者深有
同感。时下，新闻界出现了不少
年轻人，这些年轻人视野开阔、

笔头快捷、电脑技术熟练，但也
存在着缺乏基层锻炼、对国情、

民情不甚了解等缺憾。 开展此

次活动，对他们来说，实在是一
个锻炼提高的好机会。 一切有
志于做个优秀新闻工作者的年
轻人，当抓住这个难得时机，投
身基层， 体验生活、 向群众学
习，好好锤炼自己。

“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

活动，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搞
形式主义，而是具有激浊扬清、

正本清源的现实和深远意义；

是新闻界打基础、树正风、育新
人的一个重大工程。 旨在不断
深化新闻改革， 不断拓展新闻
视野，不断求得新闻实效，真正
培养新闻工作者深入实际、调
查研究的工作作风，扑下身子、

深入生活的职业精神， 和谐社
会、传播文明的职业道德，学习
群众、一以贯之的职业操守，体
验生活、常抓“活鱼”的职业水
准。“走、转、改”，不跟风，常坚
持，当如是！

尊重环卫工就是尊重自己

当清晨，人们在晨曦中，在马路
上

,

开始为新一天的生活穿梭不停
时，大概谁也不会赞叹路面的干净整
洁。但是，如果一觉醒来，人们发现城
市的街道满是纸屑、树叶、废弃物时，

大概会说：“环卫工怎么不给打扫打
扫？”的确，环卫工，干的就是打扫城
市街道卫生的活儿。这活儿科技含量
不高，薪水不高，在平时很容易被人
忽视。被人念起时，大概就是街道环
境有此许瑕疵的时候。

信阳日报民生部记者四人有幸
体验了环卫工一天的工作。 活动时
间虽短，起始于零晨三点，在人们酣

睡时， 我们开始在打扫中感受到环
卫工的艰辛。扫地时不能弯腰；扫帚
是自制的薄长竹扫帚要抡圆， 要贴
地面，尽量不扬灰；竹扫帚扫完后，

再用编织袋做的“毛”扫帚扫一遍；

随时打扫树上的落叶、 行人丢弃的
烟头等垃圾， 手拉架车运垃圾到垃
圾中转站……很快，我们的脸上布满
灰尘，汗浸衣衫。环卫工们总是心疼我
们，你们别扫了，你们别拉了，这活儿
又脏又累，你们别苦自己了。他们这
样说，让我们反倒更心疼他们。

记者了解到干环卫工的大都是
五十岁以上的人，很多都是两口包一
个路段。从凌晨两三点一直打扫到天
亮， 然后再开始一天的街道路面保

洁，间或，其中一人回去抓紧时间做
饭， 洗衣……

炎炎三伏，数
九寒冬， 他们
披星戴月，忙
忙碌碌， 在年
复一年， 日复
一日可以说是
枯燥的体力劳
动中度过自己
的平凡岁月。

记者发
现， 他们每个
人的脸都是黝
黑的， 手掌上
老茧密布。体

力上的劳累，他们似乎并不在意，其实
他们更在意的是人们的理解与尊重。

因为有极少数人不尊重他们的工作，

甚至轻视他们的劳动。 也许在有些人
眼里，环卫工干的是微不足道的工作，

可因为有了他们才有城市的干净整
洁，请大家尊重并善待环卫工吧。

【走基层、到社区———记者体验生活当一天环卫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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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姐

陈大姐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环卫工人，

名字叫陈晓轩，今年
50

多岁了，她和丈夫一
起承包了新华路火车站东侧

350

米长路段
的保洁任务。

见到陈大姐是凌晨
4

点钟， 陈大姐穿着
黄色环卫工作服、拉着保洁车正在路上清扫
路面上的杂物，不远处一个

60

多岁同样身穿
黄色环卫服的老人正用铁锨铲除路上被大
车碾压的泥土， 环卫处的同志告诉我说，这
是陈大姐的老伴，他们共同负责这段路面和
两侧人行道上的卫生养护。“我们每天都是
这个点起来干活，已经干了

20

多年了”说起
这些，陈大姐很是平静。她一边干活一边回
答我们的问话， 手脚一会儿也没有闲着，很
快，她经过的路面干净起来，人行道上边边角角里掉落的树叶、

烟头、纸屑都被清扫干净后装进了保洁袋中。我问她：“这样的
工作每天得干多久才算干完呢？”“每天早上我们清扫到

7

点左
右，把收集起来的垃圾拉到垃圾中转站去，老头回家休息，我再
回来沿着街道进行保洁， 看见有随地扔下的垃圾再捡拾起来，

一直干到中午
11

点，老头过来接着干活，我回家做饭，中午吃完
饭， 下午我们再过来继续来回检查清扫垃圾。”“你一上午干这
么多活，回家还要做饭，不累啊？”我问道。“有啥累的啊，都这么
多年，习惯了。再说，生活总要继续啊。”说起这些，陈大姐满是
皱纹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我试着拉着陈大姐的保洁车走了一
段，初开始还没什么感觉，时间长了就感觉到双臂双肩有些酸
痛，上坡的时候更加吃力。陈大姐告诉我，平时装满一车垃圾的
份量大概是三四百斤，如果遇到装的是从下水道挖上来的污泥
或者建筑垃圾的话就更重了。

告别陈大姐，远远望去，昏黄的路灯下，寂静的路上不时
驶来一辆辆大卡车，卡车过后席卷而过的是漫天的灰尘，而众
多像陈大姐一样的环卫工人们每天就在这样的时间这样的环
境中默默地清扫着，每天清晨太阳升起的时候，来来往往的行
人们是否能体会到他们付出的艰辛呢？

□

短评

“我在这儿创业很幸福！”

———东莞光源玩具（车轴）制品厂总经理陈剑平的创业人生观
年近

50

岁的陈剑平每次回到自己创
办的东莞市企石镇光源玩具（车轴）制品
厂，第一件事就是习惯性地抱着他的小孙
子亲个没完，然后再到车间去转转。他逢
人就说：“我在这儿创业很幸福！”

陈剑平花了近
20

年的光阴漂泊打拼
在广东，如今拥有自己的厂房和公司。为了
这一梦想，他几乎耗尽了自己的青春。而他
却说：“自己靠打拼能有今天，是幸福的！”

出生于新县陈店乡高湾村的陈剑平，

1980

年高中毕业后通过资格考试当了一
名小学教师。可是，在那个年代每月连

45

元的工资还拿不到手的他，过着踏踏实实
的教书生活，不仅没给家庭带来幸福，几
年来还倒欠两万块钱的外债。

1995

年，他辞掉了教师职务，只身闯
广东。

在陈剑平的记忆里，有一件事让他印
象深刻。那年，他在广州流花火车站附近
找工作时遇见一个老头，见他正吃力地提
着两个大挎包，憨厚纯朴的陈剑平二话不
说，执意地要帮帮人家。老头害怕是抢包，

怎么也不让他背，无奈之下，陈剑平掏出
自己的教师资格证让老头看。老头看了一
下他的教师资格证，又看着这位落魄而又
坦诚的小伙子，终于相信了陈剑平。

一路上，老头问陈剑平只身到广东干
什么？陈剑平如实地把自己出来找工作无
果的窘境告诉了老头。

老头听了之后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
说了一句：“我给你一个电话， 你到东莞市
一个灯泡厂， 这个厂的老板是我的供应
商。”老头又告诉他：“我是台湾人，经常来
大陆，今后有什么困难就直接找我。”临别
时，递了一张名片给陈剑平。

陈剑平在这家灯泡厂一干就是五年，

由技术骨干到领班，然后到生产厂长，月

薪
3000

元。这五年期间，陈剑平不仅学得
一门技术，而且还掌握了外资企业的经营
和管理模式。

之后的日子，陈剑平开始考虑自己的
未来了。 我不能这样永远给人家打工，我
要有自己的事业！

终于有一天， 他向老板提出辞职。老
板感到很意外，问陈剑平：“是我们工厂待
遇不好，还是什么原因？”老板又说：“如果
嫌待遇低，我再追加五万元。就在这儿干
吧？我们需要你！”

有着老区性格的陈剑平态度坚决地
说：“我拿了你多给的五万元，就永远是你
的打工者了。”

辞职以后， 陈剑平心里根本没有底。

他带着五万元的打工积蓄，还掉家里所欠
两万块钱的外债， 自己租了一间房子，又
过着漂泊的寻梦之旅。

期间，他原来打工的那家灯泡厂的客
户朋友给他出个主意， 叫他另起炉灶办
厂。陈剑平分析说：灯泡市场是个饱和的
市场，没有多大前景，不久的将来会有光

源工艺品替代。

2000

年， 在东莞市企石镇租房子住了
大半年的陈剑平，有一位朋友无意中给他提
供了一个信息，有位港商要寻找在两秒钟内
达到

2700

度耐高温的亮化材料。 陈剑平到
东莞市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又打电话咨询
北京中国社科院。通过调查了解，他获知目
前国内还没有这种耐高温材料的生产厂家。

有着光源生产经验的陈剑平初生牛犊
不怕虎，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把自己关在租
住的房子里，七天七夜没出门，一门心思地
去钻研这种耐高温材料。经过反复试验，他
找到一种碘钨丝， 终于研发出了一种在一
瞬间能抗压电流

2700

度的耐高温材料。他
把这个土发明介绍给一位港商， 很快被港
商认可。然后，这位港商又把这一发明推荐
到西班牙童乐玩具公司。这一创举，为他今
后的事业奠定了基础。 西班牙童乐玩具公
司到如今都是陈剑平的大客户。

陈剑平创办的光源玩具公司，历时九
年。由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几百人，产值
由
200

万元到如今的
3000

多万元。 业务遍

及日本、韩国、新加坡、美国、西班牙、印
度、俄罗斯等十几个国家。

“我的产品力求环保，我们做的玩具保
质保量！”这是陈剑平口口声声说的一句话。

“我最高兴的事是我的产品能得到世界
的认可，能漂洋过海。不仅如此，我的产品从未
让客户提出异议。试想，你说这是什么心情？那
是一种幸福、是一份自豪、一种成就感！”

陈剑平把“幸福”二字诠释得富有哲
理味！

陈剑平还把幸福演绎到人生的价值
和行动上。

十几年来，逢年过节回家乡，他第一
个要看望的是家乡梅花村

80

多岁的孤寡
老人叶氏，拿出的钱少则一千，多则三千
元，从不间断。

家乡高湾村修桥，他拿出五万元；家乡
修塘堰坝， 也是他拿的钱最多……无数次
善举，这让家乡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陈剑平有一儿一女。大儿子已娶妻生
子，小女儿正在厂里学管理。他们一家人
都在厂里当工人。“以后年纪大了，就把东
莞的厂子交给孩子们打理。”

说到这里，陈剑平好像想起一件事，他
说：“家乡人民政府已给我征了几十亩工业
用地，我明年打算在家乡办一个能容

500

人
左右的分厂，一是新县人居环境好；二是在
家乡投资成本少； 三是还能解决家乡部分
剩余劳动力就业。”

“新县不应该在房地产上做文章，一
定要发展生态工业，否则就没有后劲。”

“我对赚钱考虑得很少。作为人，应该
对社会、对人类要有一份责任心。这样才
活得有血有肉！”

陈剑平的生活很俭朴，他从不进娱乐
场所；从不打牌；从不到高档场所消费。他
说：“我能有今天，已经很满足了。最起码，

我不像
15

年前为生计而奔波。 闲暇之余，

邀上几个好友聚聚，泡上一壶茶，喝个小
酒，聊聊天。或者带上我可爱的小孙子，开
着自家的车， 在阳光明媚的东莞市兜兜
风，日子过得既惬意而又有滋味！”

图为陈剑平（左一）幸福的一家

9

月
22

日下午，位于东方红大道市三小隔壁的一家服饰商场突发火情，从
楼内冒出的滚滚浓烟夹杂着刺鼻的气味，过往行人无不掩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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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车及时
赶到现场，消防队员们身着防护服进入火场，经过紧张扑救，下午

5

时许，火情
基本被控制，因为火灾而导致市三小延时放学。据商场老板说，起火原因他们
也不清楚，当时正在营业的时候突然起火，幸好大家及时撤离没有造成人员
的伤亡。上图为消防车及时赶到进行扑救。下图为消防队员穿上防护服进入
火场。

本报记者郝光摄

□

本报记者杨柳

【记者体验感言】

风起潮涌老区人

本部记者体验环卫工人夜送垃圾。

本报“实习环卫工人”在垃圾中转站卸货。

知足的陈大姐露出开心的笑容。

本部记者跟着保洁员尝试用捡拾夹对地面杂物进行
保洁。 本报记者郝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