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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咸宁市咸安区的街头，总能看到
这样的身影，她们拿着扫把、提着簸箕、
推着垃圾车，从街头扫到街尾，又从街尾
扫到街头。无论烈日当空还是狂风暴
雨，她们总是默默坚守在平凡的环卫岗
位上。徐素芬就是其中的一员，从 21 岁
到今年 42 岁，在永安环卫所整整干了
21年。

一个并不让人看好的职业，为何让
徐素芬这个聪颖能干的女子，从青春妙
龄干至人到中年？

认准了，就去做

刚进环卫所时，有好心人劝她：你这
么年轻漂亮，怎么去当环卫工？每天扫
大街，又脏又累不说，工资待遇又不高，
还让人瞧不起，以你的条件完全可以找
份更好的工作。徐素芬并不这样认为，
她说工作没有贵贱之分，如果非要分贵
贱，那就是人的思想有贵贱。只要是靠
自己劳动的双手自食其力，都应该受到
尊重。环卫工作也得有人做，大家都不
扫街，街上还能行走吗？徐素芬不在乎
旁人怎么说，只要自己认定的，就坚持去
做。

“铃铃铃”，床头的闹钟准时在凌晨
4：30 响起。一年四季，寒来暑往，徐素
芬必须在这个时间起床，15 分钟洗漱，
然后骑着自行车匆匆赶到自己的岗位。
5 点，当人们还在睡梦中，她抡起扫帚

“唰、唰、唰”，开始了一天的工作。街头、
巷尾、死角，一次次将大扫帚扬起、着地，
低头、弯腰，一次次捡、拉、拖、倒，都要用
心。要赶在人们上班、上学前，街道干净
整洁，她才松了一口气。

20 年前，人们的卫生意识很差，城
市卫生也没得到全民的重视，乱扔垃圾
的现象随处可见。从各家各户的瓜皮果
屑到残羹剩饭，从边走边吃边扔垃圾到
小孩子随地大小便，无论是蚊蝇飞舞、臭
气熏天的盛夏，还是冰天雪地的寒冬，她
一直是地面洁净的坚实守护者。怀孕
时，闻到异味就想吐，为了不影响工作，
她把柑橘皮塞进口罩，让鼻子闻到的是
柑橘的清香。身怀六甲，她没找领导照
顾换岗位，直到孩子预产期前几天，肚子
隐隐作痛才放下扫把。胃痛时，她一手
顶住肚角，另一只手艰难地扫，街面的商
户见她痛得满头大汗，给她倒杯热水，她
感动得热泪直流。她说，人们体恤我了，
就是认可了我的职业和我的付出，我的
汗水没有白流。

这个性格刚强的女子，工作上兢兢
业业，任劳任怨。2007 年，为迎接省级
卫生城市的检查，她主动请缨去特别难
扫的地段，每天平均工作近 15 个小时，
每天清除垃圾 3 吨以上，受到辖区居民
的一致好评。

她负责的路段经营户多，人流多，垃
圾量大，商户的素质参差不齐。随意倾
倒现象严重，清扫任务相当繁重。她挨
家挨户去做工作，有的商户反唇相讥：我
们都不往地上丢垃圾了，还要你们干什
么？她耐心地请大家换位思考，要理解、
支持环卫工作，把垃圾送到指定的地点

是利人利己的事。通过她耐心劝说，很
多居民和商户从思想上认识到了错误，
素质提高了，全民支持、参与了，环卫工
人的劳动强度也相应减轻了。

2008 年冬，一场罕见的大雪铺天盖
地。全国铁路交通瘫痪。城区的积雪高
达一尺厚。为了让人、车安全通行，铲除
障碍，感冒的她和男同事一起投身到铲
雪的队伍中。她负责西河桥及新桥路
段，因桥面温度比其它路面低，雪一沉地
就很快结成了冰，给铲雪带来很大的难
度，加上桥面很滑，用力过猛容易滑倒，
不用力又很难将冰铲除，她一次次滑倒，
又一次次爬起，手被磨出了血，浑身透
湿。同事劝她回家，她说，这是我的清扫
路段，我要是提前走了，别人会怎么看。

多年来，她总结出了一套非常实用
的工作经验：重点路段勤打扫，高峰时段
提前扫，人多之处见空扫，垃圾多时突击
扫，饮食摊旁轻轻扫，灰尘多时压着扫。

同事说，她多次被市、区评为“先进
工作者”，是她踏踏实实扫出来的，是多
年执着坚持的结果。

这样的女子，其人生观与婚姻观也
与人不同，认准的事情就去做。她冲破
世俗的婚姻更是让人肃然起敬。她和
爱人是自由恋爱。爱人自幼得小儿麻
痹症双下肢瘫痪，行动只能靠轮椅。但
他自强不息、乐观上进，没上一天学，却
自学成才。才 20 岁就因工作出色被咸
宁市民利雨具厂任命为车间主任。在
恋爱时，她不顾家人和亲友反对，耐心
做父母的思想工作，顶住世俗的压力，
毅然和爱人走到了一起。20 年来，且
不说她相夫教子，孝敬公婆，承担所有

家务，单是背爱人上下楼，对他不离不
弃，相敬如宾，一直让邻里佩服。

我的地盘，我负责

2010 年，徐素芬被职工推举为“清
扫队队长”。从清扫工到管理清扫工，她
深感责任重大，对领导的器重和同事的
信任格外珍惜。

辖区路段达 5 公里以上，不仅要保
持路面清洁，还要负责果皮箱的清洗及
沿街乱贴的“牛皮癣”清除工作。身为队
长的徐素芬每天工作 10 多个小时，日工
作量远远超过了国家劳动定额的规定。
通常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湿。一天
下来，腰酸背痛。

一次，她发现咸宁学院对面高坡上
有白色塑料袋挂在树枝上，很不雅观。
因地势较高，环卫工无法清除。她在午
休时，向制作广告的店家借来云梯，再用
长钩把塑料袋一点点勾了下来。熟悉她
的人开玩笑说：你呀，看见垃圾就想扫，
现在不是清扫工还亲自动手，真是得了
职业病！

她对环卫工人的酸甜苦辣有着深刻
的体会。职工陈细玉小腿被野狗咬伤，
她得知后马上骑车将陈细玉送到医院清
创、治疗，并垫付医药费。小陈是再婚家
庭，爱人常年在外打工，她要上班还一人
带 3 个孩子，很辛苦。腿受伤只能卧床
了，徐素芬每天主动上门帮她接送小孩，
孩子认生不要她接送，她就自己掏钱买
零食，哄孩子上幼儿园，后来孩子和她熟
了，每天盼着“徐妈妈”来接送。

陈妈近 60 岁了，生活非常困难。徐
素芬发现陈妈很用心地扫地，但扫过的
地面老是不干净，细看，是扫帚的竹桠扫
秃了，漏掉了小垃圾。环卫所每年给职
工发 400 元的工具费，让他们自己添置
清洁工具，可陈妈为了省钱舍不得更换
工具。徐素芬劝说过多次，也批评过她，
陈妈说：你老是盯着我，刁难我，看我不
顺眼。徐素芬只好激她：你再这样无理
取闹，不遵守工作制度，我就辞退你。陈
妈急了：辞退我就是要了我全家的命，我
就是死也要死在大街上。怎么沟通都无
济于事，徐素芬只好自己买扫把送给
她。几次以后，陈妈也不好意思，请同事
买工具时也给自己捎带。在工作中，她
最不忍心的就是罚款，能耐心说服而改
正的，她从不罚款。在几位队长里，她是
执行罚款最少的，也从不接受职工的任
何礼物。

徐妈负责同心路路段的清扫，一次
清洁车停在路边时，前后都有小车，她只
注意避让前面的车辆，没看到后面的车
在启动，结果车主对她破口大骂，她回了
一句，车主就下车来打她，被旁边的市民
拉住后，车主开车猛踩油门，向她冲去。
她避开了，垃圾车的横梁却被撞弯，车身
也被撞坏了。徐素芬非常生气，找到车
主的工地。有人说，这人是坐牢刚出来
的，你天天在街上工作最好别惹他，公家
的车子撞坏了再换一辆就是。徐素芬毫
不畏惧，马上打电话报了警，坚持为环卫
工讨要说法。

她觉得，环境是城市的脸，她愿意
在城市的街道坚守，做一辈子的城市美
容师。

我 给 城 市 美 美 容
□ 成 丽

舞

不 知 所 措

贵州苗寨里的孩子从小就受舞蹈的熏陶。银饰的声

音铃铃铃的，大木鼓的声音咚咚咚的，小朋友的手脚不自

觉就动起来了，可怎么是这个表情呢？

林 燕摄

北京的舞台上，一只来自云南的“孔雀”正在曼妙

地绽放翎羽。

寸 心摄

孔雀绽放

功 夫 之 诗

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常年练武的僧人把平时熟练

的拳脚变成舞步，用扎实的基本功，把中国功夫完美地

呈现在舞台上。

蒋新军摄

看到有人在拍照，三个小姑娘居然直奔镜头而来，

说：“看我们的！”音乐响起，她们跳起了《小苹果》，嘴里

哼着“种下希望就会收获”，脚步和动作虽不算整齐，但

十分灵活。

草帽车摄

脚 步 灵 巧

仗 针 江 湖

人们体恤我了，就是认可了清洁工的职业和我的付出，那汗水没

有白流

人们体恤我了，就是认可了清洁工的职业和我的付出，那汗水没

有白流

我们的力量很小，可愿望却很大。

我们想以针会友，仗针江湖。让更多的

人了解中医、了解针灸，也让中医针灸为

更多的人解除病痛。

“别担心，放松、吸气、呼气⋯⋯”重
庆中医骨科医院康复科的诊疗室里，杨
晓全一边微笑着与病人对话，一边轻轻
地打开一个小盒子，取出了四枚银针。
他凝神注视着病人的患处，选穴、着力、
捻转、提插，手起针落，四枚银针瞬间刺
进了病人的穴位。留针几分钟后，病人
原本僵硬的右臂开始有了知觉，不禁连
声道谢。

作为重庆中医骨科医院康复科主
任，37 岁的杨晓全手握银针 13 载，用仁
心仁术筑就着自己悬壶济世的梦想。

让杨晓全坚定学医决心，是因为父
亲的病逝。那一年，杨晓全 15 岁。记忆
里，父亲总是躺在床上不停咳嗽，家里总
是弥漫着浓浓的草药味。那晚，杨晓全
跪在父亲灵柩前，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
说：“今生要做一个救死扶伤的好医生。”

1996 年，杨晓全考取了成都中医药

大学针灸推拿学院。为了能找准穴位，
他躲在宿舍拿自己做实验，偷偷地在胳
膊上扎了 20 多针，疼得直咧嘴，皮肤下
泛起出血的红疹；为了提高臂力和指力，
他每天做 120 个俯卧撑，然后用六根指
头做指卧撑，单手抓起 6 公斤重的坛子；
为了稳固下盘，保证推拿时有足够的力
度，他每天晚上扎马步 30分钟。

毕业那年，杨晓全以重庆市第一名
的成绩考入了重庆中医骨科医院。尽管
工资微薄，杨晓全却格外地拼命。

杨晓全清晰地记得自己的第一例病
人。“我喊他老肖，他是个农民，带来了几
乎全部的收入，甚至安排了自己的后
事。”看到老肖的那一刻，杨晓全突然想
起了自己的父亲。“我感觉救他就好像在
救我父亲。”为了救治这个病人，杨晓全
用尽了所学。早上天刚亮，他早早地来
到医院，守在病床前，拿着针小心地治
疗，并不断安慰病人：“你不能放弃，我也
不能，我有信心，请相信我。”每天下班，
他都往书店跑，希望可以从书中寻找到
灵感。慢慢地，半个月时间过去了，病人
的身体开始好转。“看着他逐渐在康复，

我才发现，他已经成为我的亲人了。”
这样的事例有很多。2012 年 3 月的

一天，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被亲属抱进
了杨晓全的诊疗室。老人骨瘦如柴，膝
盖却肿得像一个膨胀的气球，皮下的淤
血布满了整个膝盖。亲属们告诉杨晓
全，老人已经不能行走，每天吃不下睡不
着，寻访过大大小小的医院，病情却没有
好转。经过仔细观察和诊断，杨晓全将
此病确认为“鹤膝风”。该病因患者膝关
节肿大，而腿部肌肉萎缩，形如鹤膝而得
名。“如果从西医的角度说，这个病症相
当于骨膜炎，且伴随着积水、肿大和变
形。一般的西医疗法就是用大量的抗生
素进行消炎，甚至手术。”看着年迈的老
人，杨晓全选择了针灸放血治疗法。六
枚银针进入老人的膝盖四周，黑色的淤
血便从肿胀的膝盖处蜿蜒流下。就这
样，每天两次针灸放血，一周时间，老人
开始双脚着地，慢慢地行走。“我用针灸
改善了患者膝部的肌肉环境，从而达到
治疗效果。”回忆起那次的救治，杨晓全
感到很有成就感。

重庆的夏天酷热难耐，但无论气温

多高，重庆中医骨科医院的康复科诊疗
室内从不开空调。他说：“病人大多是中
风偏瘫或患有颈腰椎、风湿类疾病，开空
调会让他们的病情加重！”病人们注意
到，炎炎夏日里，包括杨晓全在内的医生
为患者精心做着治疗，顾不上擦去额头
的汗水，针灸、拔火罐、按摩，一个治疗程
序做下来，白大褂都能拧出汗水来。

在重庆中医骨科医院康复科的医师
团队里，除了杨晓全，还有杨剑、张欢、贺
广权、刘婷婷、罗春梅⋯⋯杨晓全说，康
复科能得到社会的认可，离不开这个团
队的努力和付出。在这个集体里，每个
人都积极发挥自己的特长，用微笑、智慧
和汗水消除患者的病痛。

“ 我 们 的 力 量 很 小 ， 可 愿 望 却 很
大。我们想以针会友，仗针江湖。让更
多的人了解中医、了解针灸，也让中医
针灸为更多的人解除病痛。”杨晓全沉
思半晌，轻轻地说：“当然，路漫漫其
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就是杨
晓全和他的团队，他们在筑就自己梦想
的道路上奔跑。

文/吴陆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