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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城市

文明的人
□ 曹 杰

一件事情，想起来就
会心生暖意。

去 年 冬 天 的 一 个 下
午，父亲和母亲在运河边
散步时，父亲突然晕倒，
正当母亲不知所措时，附
近的热心市民聚拢而来，
有帮忙买药的，有帮着叫
120 的，好心人的相助让
父亲得到及时救治。

至今不知他们是谁，
但一直心存感激。他们，
让城市充满善意，让人心
满是感动。这样的城市这
样的市民，不就是文明城
市最靓的那一抹暖色吗？

什么样的城市是文明
城市？除了城市建设和相
应的配套设施之外，归根
结底更是人的文明。近年
来，随着我市精神文明建
设的不断推进，城市文明
程度和市民整体素质都逐
步 提 升 。 2020 年 ， 步 入

“ 河 北 省 文 明 城 市 ” 之
列，同时获得全国文明城
市提名。

今年，是我市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的开局之年。
关注创城、支持创城，为
建设美好家园出力，需要
每个人的努力、每个人的
参与。做文明有礼的沧州
人，应成为每个狮城人的
自觉行为。

那么，怎样做一个文
明人？可以是举手之劳。
公交车上给需要的人让个
座，不随手乱扔垃圾，按
道行车遵守交通规则；可
以是自律。对自己的言行
举止加以约束，使用礼貌
用语，举止文明，公共场
合不大声喧哗、衣着得
体，爱护公物，在不同的
场合，注意遵守相关规
定，举手投足间表现出文
明城市的精神；可以是更
高一点的追求。提高自身
素质，工作上各司其职，
关心时事、积极参与公益
活动，跟上时代的步伐，
满足社会的需求……方方
面面，林林总总，城市文
明体现在每个人的身上，
体现在每一件小事上，体
现在每一个生活细节中。

文明城市的创建绝不
是单靠政府就能完成的，

“文明城市”也绝不是表面
上的称呼，我们每个人都
应该行动起来，带着同一
个追求，向着同一个目
标，共同努力，让我们的
城市更加美丽，更加文
明，更加充满善意与温情。

与运河文物
“亲密接触”

□ 本报记者 尹 超

说起运河，孔德轩再熟悉不过
了。作为土生土长的沧州人，儿时
的孔德轩没少和小伙伴去运河边嬉
戏，水波荡漾，青草作伴，运河岸
边是孔德轩和小伙伴们游玩的乐
土；长大后，运河又成为孔德轩作
画临摹的自然景观之一；接触文物
工作后，运河在孔德轩眼中，变得
更加生动与厚重。

孔德轩是“70 后”，学美术出
身，初时从事教育工作，2019年进
入运河区文旅局，在局领导支持鼓
励下，先是和图书打交道，一年后
开启了和文物的“亲密接触”。

沧州因河而生，流淌千年的大
运河，见证了这片土地的历史变
迁，也留下了不少历史的足迹。“文
物是历史的见证，而考古是文物保
护的一种方式。中国几千年灿烂文
化，需要不断发掘与保护。”接手文
物相关工作后，孔德轩对这句话有
了更深刻的理解，加入考古行列有
一年多了，虽说是“新人”，但他爱
学习，向资深同行学，翻看史料，
他很快入门。

在接手文物工作之前，他研究
了一年的南川楼历史。相关历史文
献、古人对南川楼的描述、中国古
代建筑相关资料……在大量文字资
料的描述中，孔德轩用画笔描绘出
了南川楼的历史风貌。对南川楼的
研究，可以说是孔德轩和大运河历
史文化的首次“亲密接触”。之后，
巡查河道、文物修复、考古发掘
……每一次实践与积累，都让他对
大运河历史有了更多了解的渴求。
前段时间，孔德轩参与筹备了“大
运河文物收藏展”，梳理和筛选展出
内容的过程，又是一次史海畅游的
体验。

整理着不同地点出土的不同
时期的瓷器碎片、瓷器，孔德轩
说：“单独列出，是艺术品，可以
透过这些瓷片的工艺看到不同时
期的制瓷工艺，通过瓷片上的画
和字，了解当时的人文特色。”而
按照地理位置、花纹变化以及历
史时间线成片展出，运河两岸风
土人情，历史轮廓逐渐清晰。“沧
州市区在古代时是地方政府驻地
所在，大运河重要的码头驿站，
也是整个沧州瓷器等器物的运输
集散地，因此出土的瓷器碎片层
次、规格上更加丰富，工艺、质
量相对更高。”孔德轩说。

每次运河河道清淤时，孔德轩
和同事们隔一天就去查看一次。去
年冬天，在运河西花园段发现了不
少青花瓷、龙泉窑和钧窑的瓷片。
别看不起眼，但在孔德轩看来，每
一个碎片，都是一个线索、一段历
史。按照线索提示层层寻找，对考
古工作人员来说，紧张又兴奋，也
许会有更多发现，也许会戛然而
止。“沉船附近碎片就会很多。”土
层的变化也预示着地下遗留的历史
痕迹。“正常河道，一般黄土、黄沙
较多，但有人类生活的地方，地层
的土壤，会呈现不同颜色。”孔德轩
说。

出土的一些器件，虽然多不
完整，但是也许对于研究沧州历
史乃至全国历史都有着非常重要
的意义。古代的大运河确实是货
运南北，这些文物的出土，反映
出大运河的开通给沧州带来的经
济文化交流与繁荣。“文物记录历
史，也在串联历史，每一件文物
都 是 历 史 长 河 中 一 条 看 不 见 的

‘线’，汇聚成网，也让沧州历史
发展的文物佐证链条更加完善。”
孔德轩说。

红、绿、蓝、黑颜色
各异的垃圾桶，可回收垃
圾 、 有 害 垃 圾 、 厨 余 垃
圾 和 其 他 垃 圾 的 醒 目 标
识，认真提醒和指导居民
的监督员……在运河区市
场街道办辖区内，这样的
场景正在一个个小区里呈
现，让居民处理生活垃圾
更加科学合理。

市场街道办作为垃圾分
类示范片区，撤桶并点后，
居民每月可以凭智能卡到积
分兑换机免费领取 30 个厨
余垃圾袋，用于厨余垃圾投
放。每次投放厨余垃圾会给
予 5分的积分奖励（每日上

限 10分），同时巡检人员巡
检过程中会对分类比较好的
用户给予额外的积分奖励。
可回收分类箱回收金属、塑
料、纸张、有毒有害垃圾，
按照市场价格给予对应的积
分奖励。

继去年中心城区公共机
构垃圾分类全覆盖后，我市
按照 《沧州市 2021 年垃圾
分类工作实施方案》要求，
继续组织中心城区和各县
（市、区）开展垃圾分类改
造。在公共机构和示范片
区，垃圾分类工作形成常态
化管理，居民垃圾分类的准
确率在逐步提高。记者从市

城管局获悉，目前市场街道
办事处示范片区垃圾分类工
作已经全覆盖，预计年底
前，中心城区还将有 2个街
道办事处建成生活垃圾分类
示范片区。

为更好地进行垃圾分
类，我市启动餐厨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
建设项目，并于去年建成
投用。目前，餐厨垃圾收
运体系，已与 1080 家餐饮
企业和单位食堂签定收运
协议，每天 12 时与 22 时按
路线收运，日均收运 100
吨，并实现了无害化资源
化处理。

“叮铃铃……”早晨 6
时30分，闹铃响起。张蕊
起床简单洗漱，开始了一天
的忙碌：整理床铺，被子叠
得整整齐齐，床单不留皱
褶；洗孩子前一天换下来的
衣服；拖一次客厅地板。收
拾妥当后，开始做早餐。

8 时，张蕊准备去上
班，下楼时提着两兜垃
圾，一兜厨余垃圾，一兜
纸屑碎片。楼道门口，几
个标识醒目的垃圾桶敞开
着，张蕊快速准确投放，
垃圾分类监督员在一旁竖
起了大拇指。中午，简单
的午餐后，张蕊会随手整
理一下客厅和卧室，然后
才去午休。晚上结束了一
天的工作回到家，一推门
看到家中干净整洁，张蕊
心中说不出的愉悦。

张蕊所居住的御景国
际小区，是我市垃圾分类
的第一批试点。早在两年
前，张蕊就接触到垃圾分
类，并最先带头践行垃圾
分类。她在家准备了 3 个
垃圾桶，一个放厨余垃
圾，一个放纸屑纸张，还
有一个放其他垃圾。而像
废旧电池、灯管等有害垃
圾，则直接投放到楼道里
的有害垃圾盒里。

为了给家人普及垃圾分

类知识，张蕊特意给孩子买
了一套玩具，教孩子将写有
各种垃圾名称的卡片投放到
正确的玩具垃圾箱里。再加
上耳濡目染，4岁的孩子很
快学会了垃圾分类。每每在
公共场所玩耍，孩子不仅会
正确投放垃圾，还会捡拾旁
人乱丢的垃圾。

在小区里遛弯儿，看
到有人随意投放垃圾，张
蕊会上前提醒，发现草坪
或水池中有垃圾，她也会
顺手捡拾。“现在我们小
区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居民
会自觉将垃圾分类投放，
只有一小部分人还嫌麻烦
懒得分类。”张蕊说，随
着时间推移，相信会有更
多人可以做到垃圾分类。

保护环境，从我做
起！家住文景苑的胡学丽
当之无愧。胡学丽在双金
社区工作，作为一名社区
工作者，她喜欢“多管闲
事”，更深知做一名文明
市民的重要性。

“大姨，您捡纸夹子
不要紧，别把其他垃圾翻
撒到地上。”小区的垃圾
桶旁，胡学丽看着一位老
人在垃圾箱里翻捡完纸箱
就走，上去便捡起扔进垃
圾桶里。老人没说话，脸
却红了。电梯里，看到有

宠物随地小便留下的痕
迹，胡学丽随手拿出纸巾
擦拭，“不知道物业保洁
什么时候来清理，大热天
的，得保持电梯卫生。”
养宠物的邻居嘴上不说，
却不好意思让宠物再在电
梯里撒欢儿。

疫情期间，每天进家门
前，胡学丽都要全身喷洒酒
精消毒，鞋子放在门外。电
梯间里，她将自家的纸抽贴
在轿厢上，还准备了一个小
小的纸篓，方便一个楼宇的
邻居使用。“放了好几次，
每次用不了两天就被人拿
走。”胡学丽说，希望大家
能提升下文明素质，自觉维
护公共环境。

跟孩子一起出门，看
到地上有散落的垃圾，让
孩子去捡；看到路边有自
行车倒了，让孩子去扶。
慢慢地，孩子懂得了在公
共场所维护环境，“现在
根本不用我提醒，他直接
就去做了。”胡学丽说，
大人就是孩子的榜样，你
怎么做，他就怎么学。

平日里，胡学丽衣着
得体，举止大方。出行喜
欢坐公交、骑电动车等绿
色出行方式。出入公共场
所，胡学丽喜欢“多管闲
事”，对不文明行为随时
劝阻。更喜欢随手动一
动，捡垃圾、扶车子、撕
小广告……成为邻里、同
事、朋友眼中不折不扣的
文明人。

开栏话：
一座城市中，市民的文明

素质，决定了城市的整体环境。每
一位市民，如果出行能遵守交通秩
序，不闯红灯、不乱停放，生活垃圾能
自觉分类投放，外出能维护公共环境；生
活中，乐于助人、尊老爱幼，工作中恪尽
职守、团结协作；个人注重自身形象，衣着
得体，举止大方……那么，这个城市就是
文明、和谐和舒适的。在我市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的开局之年，本刊特推出“我是
文明狮城人”系列报道，聚焦普通市
民身上的闪光点，讲述他们的文
明故事。

市区垃圾分类逐步推行

年底将建成三个示范片区
□ 本报记者 赵宝梅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美好生活人人有份美好生活人人有份美好生活人人有份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宝梅赵宝梅 摄影报道摄影报道

“家里有 3个垃圾桶用于垃圾分类，在我的带动
下，家人和身边的不少朋友都能正确投放垃圾。”

——张蕊
“喜欢‘多管闲事’，这可以让我们的生活环境

更美好。”
—— 胡学丽

延延

伸伸

胡学丽捡拾小区里的垃圾胡学丽捡拾小区里的垃圾

小区里随处可见的垃圾分类装置小区里随处可见的垃圾分类装置

小区外的智能垃圾收集装置成为一景小区外的智能垃圾收集装置成为一景

张蕊分类投放垃圾张蕊分类投放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