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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雨清：从村干部到环卫工

记者见到刘雨清时， 他正挥着大扫帚干得
热火朝天， 随行的环卫处工作人员跟他说明了
记者的来意，他赶紧摘下手套，大大方方地跟记
者握握手。记者仔细打量了他一番，跟常见的环
卫工人不一样，刘雨清神清气爽，嗓音洪亮，环
卫服也比别人干净整洁许多，记者发现，刘雨清
还戴着一块表。我们打趣道：“您挺讲究，还带着
手表呢！”他笑呵呵地说：“不是啥好手表，不过
这么多年一直带着。 人家还有人说我穿着打扮
根本不像个环卫工人呢！”原来，刘雨清刚开始
干环卫的时候，常有人说：“看他这穿着打扮，都
不像个干活的人，肯定干不久。”可是，他一干就

坚持了
14

年，而且他凭借“干一行、爱一行”的敬
业精神，连续多年被评为先进。

和刘雨清的交谈中记者了解到，他曾在河
港乡黄庙村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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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年的村干部，退休后他闲不
住，开始倒腾着卖西瓜，没曾想，曾经当村干部的
一把好手，卖西瓜却赔个精光。机缘巧合，因为卖
西瓜认识了街边的环卫工人，没事闲聊倒成了朋
友，后来他琢磨着，不如去当环卫工，又能美化城
市，又能锻炼身体，于是和老伴一起干起了环卫
这行。刚开始，他负责新马路大洋批发菜场附近
路段，那时候菜场在建，每天都有很多拉泥沙的
货车来往，沿路会落下很多沙土，沙土扫起来麻
烦，运起来更辛苦，因为沙土很沉，有时三轮车才
装半车，运起来就很吃力，他也不说啥，一趟一趟

来回运，每天十几个来回很正常。记者问他：“跟
以前当村干部比，辛苦多了吧？”他很干脆地说：

“当然辛苦！可是市民离不开环卫工人啊！”到如
今，从事环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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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刘雨清亲身经历和感
受着信阳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和巨大变化，街道
更加整洁宽阔，风景更加靓丽，尤其是“六城联
创”活动开展以来，信阳的城市建设和发展水平
进一步提高，城市建设赢得了诸多可贵的荣誉和
褒奖，他经常自豪地说：信阳是一座美丽的山水
城市，作为一名环卫工人，他看在眼里，感动在心
里，因为这份成绩和荣誉的取得也凝聚着全体环
卫人的辛勤劳动和汗水。”

采访中， 基层干部出身的刘雨清“干部范
儿”十足，说起话来，按条罗列，思路清晰。他说，

他干这行，很多人不理解，连村里人都笑话他，

干嘛跑市里当环卫工，好歹原来是个干部哩！儿
子、媳妇心疼他们老两口，说了很多回，想接他
们回去享享清福， 可每回他都说：“我是越干越
熟练，越干越想干，越干越舍不得，环卫就跟自
己的家一样。 如今环卫工作日益受到领导和市
民的关心、关注，社会地位不断提高，作为一名
环卫工人，刘雨清打心底感到高兴，更加感觉到
环卫工作有干头，工作信心更足、更强！

采访最后，记者问刘雨清有什么心愿，他回
答：环卫工作平凡而艰苦，长年累月与灰尘垃圾
打交道，在苦、脏、累、险、臭的工作环境中，冬冒
严寒，夏战酷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需要付出
大量的力气、汗水和耐心。然而，再美丽的城市也
离不开环卫事业，再漂亮的脸蛋也需要清洗与呵
护，我们环卫工人就像一名洗脸工，用辛勤的汗
水和勤劳的双手，换来了清洁的城市面貌和舒适
的生活空间，因此人们又褒奖一个高尚而文雅的
称号———城市美容师！ 在这个称号面前我感到
责任重大。我会更加努力，做得更好。我最希望
广大市民能够自觉爱护我们的城市环境，同时也
能够珍惜我们的劳动成果！”

给交通安全上“保险”

据报道， 市政府出台六项措施
治理交通安全， 内容包括抓宣传教
育、抓综合整治、抓源头管理、抓路
面管控、抓责任落实等。细细研究，

可谓措施得力， 细节到位， 责任明
确， 相信我市的交通安全状况会日
益向好。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人们生
活水平的提高，“汽车经济” 和汽车
代步成为常态， 但人们出行的不安
全因素也随之增加。 这种情况不仅
在我市存在，全国各地莫不如此。为
了遏制交通安全形势的下滑， 市政
府出台六项措施加以治理， 可谓审
时度势、顺应民心。近年来，随着家
用汽车的不断增加， 我市中心城区
小的交通事故多有发生， 市民对此
时有抱怨。因此，市政府出台此项措
施， 不仅是为了治理境内的交通安
全， 同时也是对中心城区交通乱象
的综合整治。

然而， 仅靠几项措施及其落
实，并不能完全改变当前的交通安
全状况。 怎样才能给交通安全上

“保险”？笔者以为，一方面，关键看
怎样落实这些措施。 无论是抓综合
整治还是抓源头管理， 其中最重要
的应当是抓教育。比如，在人流、车
流集中的主干道和有交通信号灯的
路口，交警的责任并不仅仅是指挥、

疏导交通， 一旦遇到不遵守交通规
则的行人或司机，切不能处罚了事，

更不能以罚代管， 关键是对其进行
交通安全教育， 让他们从思想和行
为上深刻认识到遵守交通规则的重
要性， 就像当初由反感到自觉地系
安全带一样。另一方面，需要我们每
一个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因为，人
的因素才是治理交通安全的根本，

只有大家树立正确的交通规范意
识，养成自觉的交通规范行为，才能
形成良好的交通安全环境。

因此，出行安全不安全，既靠职
能部门加强管理， 也靠大家的自觉
行为，只有双向互动，才能给交通安
全上上“双保险”。

石头上的家乡情

———访我市民间雕刻艺人朱从戎

朱从戎是一位民间雕刻艺人， 他的雕刻作
品多选我市本地产的黄蜡石、玛瑙石等石材，他
雕工精湛、朴实无华，一雕一琢间，也透出他对
家乡的无比热爱。在他的工作室“戎宝斋”里，朱
从戎向记者介绍着自己的得意之作， 并踌躇满
志地对记者说：“我爱石，藏石，更想在石头上展
现家乡之美， 想把我们信阳的石材也推广到神
州大地。”

从部队放映员走上文化之路
“入伍后，我成为了文化宣传员，在部队做

了一名普通的电影放映员， 接受到了传统文化
的熏陶，学习了书法、传统丹青，这也让我走上
了文化道路。”退伍后，他开了自己的第一家文
化用品店。靠着小店的经营，勉强维持了自己在
学习书法、绘画上的开销。

随着成为省书协会员，作品得到社会认可，

朱从戎又爱上了雕刻和篆刻，他刻苦钻研，有天
赋又有韧劲，所以上手很快，于是就有了主营石
雕作品的“戎宝斋”。尽管退伍多年，在他身上依
然能看到朴实、干练的军人作风，这在戎宝斋的
布局上尤为可现：不足二十平米的一间小门店，

除了柜台之外， 满地都是他从我市各地搜集上
来的石材，整齐摆放，在一个多宝阁后面，是他
小小的工作台，一个高高挂起的电机，一把小小
的电钻，一堆细细的磨头，厚厚的石粉堆里还藏
着尚未抛光的许多半成品。 每到夜深人静的时
候，他就点亮台灯，静下心来，对石材一遍又一
遍地细细打磨，最终成为一件件作品。

要为家乡“雕刻”文化名片
“这是咱们信阳产的黄蜡石雕出来的，油头

好，品相也不错。这件是用萤石矿里产的水晶雕
刻出来的，还有这件，是上天梯的火山蛋里产的
玛瑙雕成的。我最早收藏石头，是从羊山开发时
开始的，那个时候，工地上能捡到不少好石材。”

细数自己的得意之作，只要提到石材的产地，朱
从戎就感到无比的自豪，“咱们信阳出产的黄蜡
石、玛瑙石，都是非常不错的，适合雕刻也适合
收藏。但是目前收藏毛料的人居多，搞雕刻的人
少，所以很多石材都是出于最初级阶段，没有得
到充分地开发， 也就没有得到社会的广泛认
可。”

“我最大的心愿，是有一天信阳奇石能够成
为我们信阳的文化名片。”朱从戎说，我市出产
的石材不少，可身边真正了解它的人不多，自己
开“戎宝斋”的目的也是希望更多人了解、认识
信阳奇石。朱从戎说，他愿意为挖掘、开发、宣传
信阳奇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他相信信阳奇石
在赏石界的影响会越来越大。

信阳日报社 宣 信阳日报社 宣

6

月
9

日上午，我市企业书法大赛揭晓。本次书法大赛共吸引了
30

多家企业参加，共展出优秀作品
136

件。在当天的作品展期间，我市众多著名书法家现场挥毫泼墨，为市民免费书写书法作品。图为市书法家
协会主席黄正连正在为观展市民书写“家和万事兴”。

本报记者张方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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