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WWW.ZSPUTUO.COM

2020年7月21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李丽 版式制作：王伟莲花潮声

本报地址：普陀区东港海印路426号 问询电话：0580-38055763817400 邮政编码：316100 广告招商热线：13506600070 印刷：舟山海印印业有限公司 本报法律顾问：浙江星岛律师事务所 徐舟波律师

有这么一群人，不论烈阳灼
地也罢，狂风暴雨也罢，他们始终
用他们的热情来回馈这片哺育了
我们的河流；赞扬也好，谩骂也
罢，他们从来不会在意他人的议
论。他们虽然平凡，却无时不刻
在彰显着非凡，他们有个统一的
名字，叫做“民间河长”。

2017年3月，为助推文明城
市建设，共同治理我们脚下的母
亲河，由市治水办号召，舟山晚报
等媒体响应，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了“民间河长”大型活动，一时间
热心居民纷纷响应。

巡河，检查，上报，观察水
质，寻找原因，年复一年，日复
一日，民间河长们始终以护河
为己任，协助市、区两级治水办
共同维护母亲河，共同努力为

创建文明城市建设贡献自己的
一己之力。

哪有岁月静好，只是一直有人
替你负重前行罢了。不是每次巡
河都能获得别人的掌声，有人不理
解，认为他们“多管闲事”，甚至在
他们维护河道、阻拦他人往河里扔
垃圾时被谩骂，他们从来不会为自
己“辩白”，一次次身体力行用行动
诠释了一名民间河长应有的担
当。自民间河长任职以来，普陀大
大小小的河流皆有了一定的改善，
坐落与沈家门街道的外西河就是
其中一条显著的例子。

外西河东起外河口，西至墩
头闸口，全长 1788米，均宽 15
米，沿河居民住宅、商铺繁多，还
有一所学校，流经区域居住人口
4万余人。这条河曾经是碧水清

清鱼虾戏，莫道垂钓几人游，后
来随着城市的发展，及当时人们
对环境保护的忽视，外西河渐渐
成 了“ 远 近 闻 名 ”的 臭 水 河 。
2014年，普陀区投资450万元设
立截污纳管、徘淤、清淤等手段，
整治外西河，情况虽有好转但恶
臭还时有发生。

由于外西河的尽头跟墩头的
海水相连接，那边有个闸门，一个
月鲜有几次开闸的时间，这就造
成了外西河变成了一条“死水”，
每当天气炎热时，河底的黑泥会
慢慢浮起来，而极个别居民环保
意识的薄弱更加剧了外西河的整
治难度。

自民间河长介入以来，根据每
周数次实地巡河得出的经验，及时
跟有关部门献计献策，协助有关部

门共同治理外西河，并带动周边居
民共同参与保护河道，同时撰写治
河的感想发表于舟山晚报等诸多
媒体，通过媒体监督等方式共同保
护外西河。今年6月份，普陀区更
是通过清淤的方式铲除了外西河
河底的淤泥，使发臭的黑水河变成
了清水河。

创建文明城市之路非一日、
一月就能达成，除了日常的巡河、
护河工作，维护母亲河，创建文明
城市更多靠的是政府领导，全民
参与，共同治理。其路漫漫修其
远，创城之路这不仅是一项光荣
的使命，更是大家共同的目标，现
普陀区各大小河流整治工作取得
明显成效，河水变清了，环境变好
了，为海上花园城市建设书写浓
彩重墨的一笔。

民间河长，创城路上的风景
□孙鼎期

“ 这 位 大 姐 ，你 的 东 西 掉
啦！”一位中年妇女擦好小孩鼻
涕，随手将餐饮纸丢在路旁，创城

“红马甲”很有礼貌地迎上来，和
蔼地指着这块白色垃圾与她说。
中年女子不好意思，马上弯腰拾
起餐饮纸，并向“红马甲”敬了一
礼。

这位“红马甲”从不说路人
“你乱丢垃圾是不文明行为”之类
的话，而是通过换位思考，去提醒
他、感悟他，这是她在创城工作中
总结出来的一种创城策略。这种
婉转友善的话语，不会引起对方
反感，反而更会主动配合。

这位“红马甲”原来是沈家门
街道创城点位长，名叫洪燕，50岁
左右，她负责沈家门东海中路一
段似“T”字型路段。由于这段路
车水马龙，人行道狭窄，而且停车
位少电动车临时停放现象多，管
理难度大。但她深知“要让火车
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所以她奔

上奔下，忙忙碌碌，工作负责，待
人热情。

“老师傅，这里不能停，请放
到停车位里面去。”洪燕见有人
不规范停车，马上上前劝告。“好，
好，我马上就走。”骑车者还没停
稳车子，就起身走了。

没过多久，一位吸烟老者停
住脚步，不停地咳嗽，当他偏转
头，欲将随地吐痰时，洪燕拿着餐
饮纸快步递过去，“老先生，请用
这个。”

老人马上意识到随意吐痰不
文明，于是慢腾腾地从口袋里摸
出一只香烟壳子，把痰吐在里
面。刚起步时，老人下意识地举
起右手吸烟，但烟蒂燃得快烫手
指头了，只得随手就将烟蒂丢在
路旁。

其实，洪燕没有走开，拿着
白色烟盒，正等待着他丢烟蒂
呢。结果老人视而不见，还是丢
掉了烟蒂。洪燕一声不响弯下

腰，拾起老人刚丢掉的烟蒂。这
下，老人不好意思了，抱拳表示
欠意。

“怎么啦，我们吸烟人好像成
了过街老鼠？”吸烟老者自言自
语道，“自从创城以来，家里老伴
唠叨越来越频繁，孙女跟我约法
三章，子女电话那头婉转劝说‘注
意身体’；上街，由你们管着……
哎，老脑筋该换换了。”

“老阿伯，家里人都是为了你
好，希望你长命百岁。”洪燕没有
责怪老人，而是笑嘻嘻地对老人
说，“我们上街捡烟蒂，为的是提
倡文明行为。现在，阿拉又进一
步了，倡导‘烟蒂不落地’，只要烟
民自觉行动，别说路上烟蒂越来
越少，更相信不久的将来，阿拉很
难看到乱扔烟蒂这种现象了。”

洪燕明白，要改变生活陋习
谈何容易，不是靠一朝一夕，而是
靠长期坚持。其实，通过这几年
的创城，很多老百姓已经能做到

烟蒂不落地，不随地吐痰，不闯红
灯走斑马线等等，这是一个从被
动到主动的飞跃，说明良好的习
惯正在逐渐形成，这也是创城的
成果。

的确如此，在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工作中，通过“红马甲”的言
和行，带动群众自发地参与到创
城工作中，把群众发展成为创城
志愿者。

下班时分，洪燕从东到西巡
视一遍，这是她离岗前必做的“功
课”。果然，在停车位有一辆电动
车，超越白线，她去挪动。由于用
力过猛，腰痛老毛病又犯了，她皱
起眉头，摸下腰。

“我来。”一位后生前来帮忙，
他轻轻一提把电动车扶正了。洪
燕感激地说：“谢谢啊！”后生回
答：“向您学习！”

这时，远方传来“只要人人献
出一点爱，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
人间……”

创城点位长琐事
□翁盈昌

当这座城从海浪中醒来
人潮汹涌
繁华的喧嚣，我们没有陶醉
夺目的烟火，我们没有尽览
疾驰的脚步是我们不停的速度
穿行大街小巷
丈量每寸土地
未经修饰的容颜
默默地赠与美丽
踏出山海的壮阔
将颗颗翡翠镶嵌在蔚蓝的画布
绘就一幅鬼斧神工
旭日初升
掀开朦胧的薄纱
勾勒缕缕金线
照亮弯弯金色月牙
晚霞垂落
铺开静谧的绸缎
播洒点点渔火
装饰片片火树银花
扮靓每一个角落，点亮每一处心情
只留下滴滴赤血
当这座城在天空下屹立
热流四溢
绚丽的霓虹，我们未曾迷恋
家人的思念，我们未曾诉说
宏大的蓝图是我们铺设的坦途
耕耘山河湖海
放飞每羽翅膀
浩气四塞的正义
静静地扛着期盼
构筑天地的安宁
让种种梦想成就于灿烂的净土
化作一幕饕餮盛宴
佛顶流泉
雕琢嶙峋的怪石
滋养勃勃生机
繁衍种种别样朝气
梵音低语
刻入慈悲的心灵
超脱千千世界

怀抱丝丝出俗禅意
燃起每一份希望，涌动每一处精彩
只留下拳拳初心
当这座城在涛声里睡去
岁月驰骋
期盼的眼神，我们从不远离
殷切的呼唤，我们从不退缩
悠然的波澜是我们守护的摇篮
驱散乌烟瘴气
抚慰每块伤痕
行色匆匆的坚毅
悄悄地托起未来
弹奏自然的琴弦
让段段音符跳跃成动听的乐章
唱响一曲渔歌号子
青龙卧港
催发离弦的千舟
犁出叶叶菩提
绽放朵朵洁白水仙
白虎望桃
栽下鲜活的种子
撑起顶顶小伞
孕育株株青青幼苗
温暖每一点瑕疵，照耀每一处笑颜
只留下道道忠魂
我们是普陀人
勤为座右铭
汗水晶莹
将花园浇灌
编织海天一色
我们是普陀人
朴为警示钟
双手古铜
将幸福创造
回眸橙心依旧
我们是普陀人
诚为刻度尺
步履稳健
将青春奉献
矗立文明丰碑

普陀人
□唐伟

文明，你不是看客
创城，有我的一份
与文明同行
21世纪正确的打开方式
身穿红马甲
手拿小旗子
雨夜里坚守
寒风中独立
我们是创城大军的一份子
夹烟头 捡垃圾
铲广告 清死角
我们无活不干
走街串巷 进村下乡
码头车站 小区菜场
我们无处不在
周末加班 春节蹲守

放弃年休 随时奉命
我们无时不在
城市
一个比家更大的家
每一条街巷承载着多少悲欢离合
每一个路口上演过多少喜怒哀乐
我们的日常和非常
所有的得意和失意
让文明的春风
吹遍每一个角落
让文明的花朵
掩盖所有的鄙俗和丑恶
春山磔磔鸣春禽
此间不可无我吟
创城不易，必须有我
当然也包括你

与文明同行
□江会发

和风伴花香
漫过车窗沁入心肺
掠过一排排香樟
透过白色栏杆
红红绿绿，层层叠叠
错落出百种体态
彩蝶蹁跹，蜜蜂嗡嘤
街角处纤尘不染
绿荫下落叶难觅
昔时裸露的黄土
绿草纷披
向山际涌动翻滚
工地被孤立
不同材质的围护
遮蔽了劳动者的热情
居民小区焕然一新
一种色调，一类风格
黑疤白斑消遁无影
健身区角器械闪亮

汽车、电动车、自行车
车头朝外，车身入框
一如整装待发的战士
红马甲、小红帽、三角旗
光荣啊，志愿者
挺胸抬头站路口
路人笑看旗帜挥
规则铭记永不忘
文明出行成习惯
公益广告随处见
检查巡视不间断
共建家园皆有责
城市因你而美丽
初时怨来现在乐
文明创城结硕果
看到了港城生态
听到了渔都号子
闻到了佛国檀香
海天相接，千莲绽放

莲绽千岛
□徐豪壮

鲁家峙，三四平方千米的圆
形小岛，四面环水。小时候在
沈家门读书，同桌对我说：“你
来自太阳岛呀！”亏得同学有这
么灿烂的想像力，也许因为当
时那首《太阳岛上》吧，可那里
只有一个农业队、一个渔业队
和几个小工厂。

三十多年过去了，三番两次
去鲁家峙散步，感觉小岛宛如一
个大盆景；过去的灌溉河流改造
成了亭台楼阁；茂盛的丘陵成了
公园；漂亮的洋房幢幢排列；更
遑论隧道、动力公园、海洋创业
园等设施了。而那个盆，便是绚
丽地围绕着的栅栏、塑胶跑道和
彩灯。该用什么盆景来比喻这
可爱的小岛呢?稍一琢磨，觉得
用什么盆景都是合适的。盆景，
中国优秀传统艺术之一，是以植
物和山石为基本材料在盆内表
现自然景观的艺术品。鲁家峙，
走向现代化的舟山美丽海岛之

一，是以城市化和文明化为基质
在小岛内打造精神和物质文明
景观的艺术品。

但我总不知不觉要把鲁家
峙和普陀水仙联系在一起，不仅
因为普陀水仙花香浓郁、叶绿挺
拔、姿态优美及普陀水仙大多也
是水养的，更因为普陀水仙刚劲
轩昂，冰清玉洁，生气勃勃的高
贵品质。古人把普陀水仙誉之
为“劲节之花”以寓其毅，恰好表
现了当代鲁家峙人、舟山人在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在
建设美丽家乡美丽舟山征程中
的那种吃苦耐劳、奋发向上的精
神品格。

舟山的文明城市创建已进入
关键的第三年。在这三个年头
里，社区干部、警察、市场监管人
员、城市管理人员、教育工作者、
医务工作者，舟山各行各业的建
设者们，各守其职、兢兢业业，而
一个个志愿者如一道道亮丽的风

景线，大家都在为社区建设、交通
治安、市场秩序、城市面貌、教育
质量、医疗水平，为舟山的社会经
济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默默奉献
着心血和汗水。

我有一个小学女同学，五十
多岁的年纪了，还奋战在社区工
作第一线。过去，她是个不喜欢
动的人，但创城期间，她的微信运
动步数不断攀高，在最重要的那
几天，竟然达到了三万多步，令我
惊讶不已，赶紧给她竖起了大姆
指。我问她累不累，她说，不累，
大家齐心协力，都在这么干呀，归
属感特强，心里特充实。我说老
同学呀，悠着点吧，都快退休的人
了，身体第一。

她说：“老同学呀，亏你还是
个老党员呢，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嘛；我现在走进家里整洁的小区，
心里是舒坦的；我也知道，我上市
场买菜，食品是安全的。我去医
院看病，医生是值得信任的。我

孙子上幼儿园，我是放心的；所以
我觉得人生是那么的幸福，未来
是那么的有盼头，我的身体难道
还会因为这样的生活垮掉么！老
同学你错了，我现在算明白了，没
有目标，没有干劲，没有盼头，才
真会使身体垮掉的。”

我说啊呀，真看不出老同学
理论还一套又一套的。她给了我
一个调皮的表情，写了一句：不负
韶华,只争朝夕。

“盛夏时节风高浪急的险恶，
寒冬腊月手掌拉网的艰辛”,是历
史上舟山人生活和精神力量的真
实写照，创城不仅是建设美丽舟
山、幸福舟山，更凸显了舟山精神
和海洋文化的精髓。这种精神和
文化，也是普陀水仙“劲节之花”
的风骨。在舟山现代化建设、文
明城市建设过程中，这种精神文
化体现得更加的淋漓尽致。有了
这种精神的支撑，中国梦不是梦，
舟山梦不是梦。

盆景般的鲁家峙岛
□裘吉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