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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甘肃省平凉市，至今仍能
有人记起，在寒风酷暑中每个清
早到傍晚，一位环卫女工用娇小
的身躯迎灰尘、运垃圾、通下
水，任凭污水不时溅到她青春的
面庞。她这一干就是 27年，她
叫赵灵英，是这座城市当之无愧
的“城市美容师”。

结缘“城市美容师”

时间回到 1990 年。在甘肃
省平凉市崆峒区环境卫生管理处
的大院里，十九岁的赵灵英第一
次穿上环卫工人的制服。

起初，她并不接受这份工
作，在得知自己要被分配去环卫
岗时，还跟家里大哭了一场。

“当环卫工人又脏又累，还没面
子。但为了养家，只能擦干眼泪
试一试。”

最初的适应无疑是艰难的。
赵灵英负责的片区是人流量最大
的中心商业区，这里人来人往，
垃圾多，清扫任务重。每天早上
七点半之前，她就得进行一次大
清扫，中午往往顾不上回家吃
饭，只能就近找个饭馆解决。

“每天在街上差不多要待 12
个小时。”赵灵英说。

晚上下班后躺在床上，赵灵
英脑海中闪现着每天黎明前马路
上那空无一人的寂静与黑暗。成
天与扫帚铁锨做伴和灰尘扑面的

工作环境像一堵厚厚的高墙，让
她沮丧而又绝望。

“清扫工作谈不上体面，但
是人不能老是和别人比高低。既
然选择了这份职业，就要努力把
它干好！”一名老环卫工人劝她。

一天，赵灵英如往常一样上
街清扫，一位路过的行人看着被
她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街道，不禁
赞叹道：“看你把那路扫得都能
晾面了，快点休息一会。”那一
刻，赵灵英感觉万分欣喜：“辛
勤劳动为市民创造干净整洁的生
活环境，同样也能体现人生价
值。”

在同事和家人的支持下，赵
灵英咬牙挺过了最初的艰难。她
很快成长为一个能吃苦、能创新
的环卫工作骨干。

芳华献环卫

“城市美容师”是对环卫工
人恰如其分的称呼，然而不是所
有人都能理解赵灵英和同事们的
工作。她曾收获过尊重和感动，
也受到过鄙视与误解。

有一次，赵灵英刚把路面清
扫干净，一位店主就把垃圾倒在
地上。她上前制止说：“请您爱
护我们的城市环境，珍惜别人的
劳动成果。”

“我爱护环境？那要你这个
扫马路的干什么！要是我们不倒
垃圾，你们早就失业了。”店主
的反驳让赵灵英气得泪流满面。

然而擦干眼泪，她又默默地
将这些抛诸脑后，将感动与尊重
化为工作的动力。

“我最佩服她的一点就是，
看到那些随手丢垃圾的人，我们

心里都特别不舒服，而她总是默
默地走过去，把垃圾清扫干净，
没有任何言语抱怨和不满。”清
扫三中队队员李波说。

2009 年，平凉市创建“全
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市开始环
境大整治。崆峒区菜市巷公厕是
城东最大的一所旱厕，这里粪便
积满外溢，臭不可闻，围墙屋顶
年久失修，破烂不堪，已经成了
城市公共环境的一道“伤疤”。

队员们看见污物纷纷往后
躲，没人愿意上前。赵灵英上前
拿起粪勺奋力挥臂，一勺一勺地
往外掏，鞋上衣服上溅满了粪
渍，她却毫不在意。清理完厕
所，她还组织人修补墙壁、粉刷
墙面。不到两天的功夫，这道

“城市的伤疤”被她收拾得干干
净净。

赵灵英一年只有几天休假时
间，春去秋来，她几乎把全部青
春芳华都留给了平凉市的大街小
巷。长年辛苦劳动使赵灵英手变
粗了，脸变黑了，颈椎、腰椎都
累出了病。“我要离开一阵，街
面上就会脏了，我心里也会不舒
服，这已经成了习惯。”

柏油路上最美的花

赵灵英的付出终于得到了平
凉市民的认可。2007 年，赵灵
英当选“感动平凉·2007 年度
人物”。从那以后，她上街清扫
常会被人认出来。然而比起这些
荣誉，她更在意自己为清扫工作
提出的一些“新点子”。

为了加快同事们的工作进
度，她改进了扫帚。“废弃的软
塑料条系在扫帚条上，这样扫过
的路面更干净，也更快捷。”赵
灵英说。不久，同事们都开始采
用她的这种新型扫帚，干活速度
加快了，平凉的街道也更干净
了。

2013 年，赵灵英被住建部
评为“全国优秀环卫工人”，
2017 年她又当选党的十九大代
表，这是她第一次走进人民大会
堂。

近年两年，赵灵英逐渐离开
一线清扫岗位，但她继续留在环
卫处工作。

“如果没有干环卫工人，我
不会获得这么多荣誉，虽然我的
工作很累，但这一切都值得。”
赵灵英说。 据新华社

赵灵英：芳华献给“城市美容”事业

□刘孙恒

早晨，天还没亮，“你
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就已响
起；晚上，月已中天，“你
是那天边最美的云彩”依旧
继续。广场舞，一度因扰民
被诟病，但在广西南宁这种
扰民已成过去时。近日，为
不扰民，南宁的大妈大爷们
戴着耳机，跳起了“无声”
广场舞。他们表示，这样不
扰民，没心理压力。

一个耳机就能将“广场
舞扰民”的时代难题消解于
无形，不可思议，却又是真
实演绎。

问题真的这么简单吗？
当然不是。耳机只是表象，
最主要的是“无声广场舞”
背后的换位思考、将心比
心。一些市民固然有跳广场
舞的自由和权利，但其他人
也有“只想静静”的自由和
权利。所以广场舞爱好者佩
戴耳机，既能满足自己的跳
舞需求，又不制造噪音干扰
他人，可谓一箭双雕、实现
共赢。

伴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
的不断加深，越来越多中老
年人加入到跳广场舞的行列
中，在城市公共服务资源有
限、短期内又无法满足需求
的环境下，由此而来的场地
之争等问题，只会越来越严
峻。诸多事实已经证明，拳
脚相向也好，泼粪、鸣枪也
罢，过往那种互不相让的问

题处理模式，非但不能解决
问题，反而会进一步激发矛
盾，造成更加严重的对立和
冲突。

以往发生的“广场舞扰
民”事件，也不乏有人直接
诉诸法律。但现实中，它之
所以难获更多认同，除了跳
广场舞的规则不好清晰界
定、可操作性不强等原因，
主要还在于谁家都有老人、
每个人终将老去，关于老年
人的生存和发展，是必须要
正面解决的社会治理难题。
若单纯讲规则刚性，则显得
有些无情。

跳广场舞是一种积极的
运动方式，能够强身健体，
能够让参与其中的大妈大爷
们找到认同感、成就感、归
宿感，避免年老带来的孤
寂，社会应该给予足够的包
容。

与此同时，大妈大爷
们也不能“倚老卖老”，要
意识到跳广场舞确实会造
成噪声污染，影响到他人
的正常生活。多些换位思
考，跳广场舞完全可以在
健身和安静这两种权利之
间达成有效平衡。“无声广
场 舞 ” 是 有 形 的 文 明 景
观，值得推广开来。

1.驾驶行车时，应遵守交通
安全规则。

2.不管饮多少酒，酒后坚决
不开车。

3.系好安全带 （副驾驶也需
系安全带）。

4.驾驶时不使用手机。
5.在路口转弯时，应减速或停

车让直行的行人或非机动车先行。
6.遇到盲人或其他行动不便

的行人，应减速慢行，必要时应
停车。

7.靠近人行横道时，应注意
观察周围动态，如果有行人或非

机动车要横穿马路时，必须要在
人行横道前停下。

8.起步、拐弯、并线、停车
时要打转向灯。

9.拐弯时要进入适当的车道。
10.行驶时车与车之间要保

持安全的距离。
11.停车前要减速。
12.驾驶者应养成良好的行

为习惯。
13.不往车窗外扔杂物或吐

痰。
14.不强行加塞儿、不争道

抢行。

15.不乱停车。
16.不乱鸣笛，尤其是进入

居民小区后，更不能鸣笛，且一
定要减速慢行。

17.雨天行车时，应避免溅湿
行人。

18.避免在快车道上低速行
驶。

19.避免开问题车上路。
20.谨慎使用远光灯、雾灯。
21.汽车发生故障时，应尽

量把车推到一边，防止造成交通
拥堵。

22.保持车身清洁。 晚综

驾驶礼仪

无声广场舞是有形的文明景观

“天气炎热，在书房里
看看书，还有空调可以帮助
消暑纳凉，再好不过了。”
暑期，福建省永春县城的多
个百姓书房里，聚集了许多
大人和孩子。去年以来，永
春县在各大银行、酒店、小
区、书吧、旅游景点等处打
造多个“百姓书房”，建成
并投入使用。这些书房成了
方便百姓生活、休闲看书的
好去处。

百姓书房是城市公共图
书阅览室，补充了传统图书
阅览室的不足，是提升公共
图书馆服务水平的创新做
法，打通了全民阅读的“最
后一公里”，满足了群众日
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书房设置在景区、商
业中心等人流密集场所，让
市民在享受景色宜人的自然
环境时，也能享受阅读的乐
趣。”永春县图书馆负责人
陈映雪介绍，永春县大约投
入了 100万元购买图书，在
永春县 24 小时图书馆、永
春县信用总社、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花石博雅非遗展

馆、侨联酒店等处共建设了
15个百姓书房。

不仅在县城，永春县还
在位于东关镇外碧村的乡土
记忆馆里、桃城镇花石社区
的古厝里，也建设了百姓书
房。环境安静优雅，图书种
类很多，村里的孩子们一有
时间就会来看书。

“我们发动社会力量多
元化共建，充分利用闲置资
源进行改造，既盘活了闲置
资源，也丰富了文化服务设
施，方便了群众的文化需
求。”永春县文体旅游局有
关负责人介绍说，“百姓书
房”的建设优先盘活企事业
单位、社区等现有闲置公共
资源，不新建只改造，努力
实现资源集约化、效益最大
化，逐步实现文化资源的普
惠性和均等化，提升城市文
化内涵。 晚综

福建永春

百姓书房拓宽阅读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