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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个头、身材结实，鼻梁上架着一
副眼镜，30 年如一日，为了城市的整洁，
不嫌脏、不嫌累，终日与垃圾为伴——他
就是自觉践行“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
精神的辽宁省营口市环卫处西市环卫所
推土车司机郑云宝。当地百姓都亲切地
称他为“新时代的时传祥”。

隆冬的辽宁营口，寒气逼人，记者来
到位于营口市区西部的垃圾填埋场采
访。这个垃圾填埋场面积相当于 40 个足
球场大小，全营口的垃圾都在这里堆放填
埋。每天，有近 1000 吨垃圾运到这里，
远远望去，垃圾场就像一个山丘，当地人
称之为“垃圾山”。

刚到填埋场，记者就被一股说不清的
臭味刺激得不停呕吐，营口市委宣传部宣
传科长杨卓掏出一个口罩递给记者说：

“这里的垃圾混合发酵后的味道不知要比
现在强烈多少倍，郑云宝就是在这里工作
了 11年。”

记者在填埋场见到郑云宝时，他正在
维修铲车。“你怎么能在这里坚持工作了
将近 11 年？”“这活总得有人干啊，不然垃
圾不得堆上天啊！”郑云宝平静地说。

“这就是我存在的价值”

1986 年，不满 20 岁的郑云宝当上了
一名环卫工人。那时，每天跟车装卸垃
圾，又脏又累，但他从不抱怨。不久，车队
进了一台小型推土车，领导看他踏实肯
干，就把学开推土车的任务派给了他。当
时，他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别人休息时，
他躲在一旁琢磨推土车原理、驾驶和维修
技术，把推土车的“脾气”摸个八九不离
十，遇到小毛病自己就能修好。

2005 年 ，郑 云 宝 调 到 了 西 市 环 卫
所。当时，所里的填埋场需要一个填埋垃
圾的工人，领导希望郑云宝能接手这项工
作，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当时，填埋场
就是一个巨坑，四周连个人影儿都没有。
那里没水没电，蒿草比人都高。白天还好
过些，到了晚上，漆黑一片，风吹蒿草发出
的声音令人毛骨悚然。”郑云宝憨笑着说。

郑云宝说，做环卫工作 30 年，在垃圾
场工作了 11 年，苦点、累点、臭点都没啥，
最难熬的就是孤独寂寞。每天，工友们把
垃圾铲到位就都离开了，只剩下他在偌大
的填埋场里孤独地填埋着垃圾，年复一
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夏天，还能看见
些过来吃食的燕子。冬天别说人了，连个
动物都见不着。”郑云宝的工友李勇告诉
记者，“不管天气如何，老郑每天都得干上
12 个小时，把当天的垃圾填平，并处理干
净”。

垃圾山的那股味道，一般人根本无法
忍受。郑云宝说，“从到垃圾场工作那天
起，我就没朋友了，别人家的红白喜事儿
也不方便参加，怕人家嫌弃，这都是因为
身上那除不掉的怪味儿”。

郑云宝妻子说：“他去垃圾场工作那
会儿，家里人都反对，特别是女儿，都不敢
跟别人说他爸的职业。他每天回家都带
着那股怪味儿，别人来家串门都捂着鼻子
说，你家啥东西馊了吧？”

最让郑云宝难以忍受的，是人们对环
卫工作的偏见。一次清运垃圾时，有人冷

言冷语地对他说：“不把这个地方弄脏点，
养活你们干吗？”这个场景在他的记忆里
至今挥之不去。

营口市环卫处的马俊福介绍，“在郑
云宝多年的环卫工作中，这样的事时常发
生，但他始终默默忍着，没有在辛苦劳累
前退缩，更没有在冷嘲热讽中放弃”。

如今，垃圾场已经成了他最好的朋
友。他有啥心里话，对着这一大片空地说
完，心里就亮堂了。一坐进铲车里，握着
方向盘，脚踩油门，他就特别自信。“每个
城市，都需要有我这样的人去为它工作，
城市因我们的努力变干净，这就是我存在
的价值！”他对记者说。

“适应了就不觉得难闻了”

李勇说：“老郑开的铲车里没有空调，
三伏天里面 30 多度的高温，热得都喘不
过气来，但他也得穿着长衣和长裤。因
为，一旦被垃圾山上变异的蚊虫叮咬，皮
肤会立即肿起大包，奇痒无比。冬天更别
提了，北风嗖嗖的跟刀片一样。”

填埋垃圾，最难熬的是夏天。高温
下，垃圾产生的各种刺鼻气味混合在一
起，熏得人头昏脑涨。口罩戴的时间稍
长，就捂得透不过气来。打开车窗，苍蝇、
蚊子就扑面而来。除了高温，郑云宝还担
心下雨。一下雨，路面变得泥泞湿滑，开

车没走几步，就得下车用砖头垫道继续行
驶。

郑云宝说，“冬天填埋场的气味没有
夏天那么刺鼻，可冷的时候人连手指头都
不愿伸出来。工作一天下来，两腿冻得几
乎失去知觉”。

填埋场边，去年才建起的 6 平方米
大的简易板房里，有两张桌子，一台电
视机，几把椅子。李勇说，这里就是郑
云宝休息和吃饭的地方。由于垃圾从早
到午不停地从各个垃圾中转站运往填埋
场，郑云宝几乎没有午休时间，午饭都
在填埋场里解决，一年 365 天几乎天天
如此。起初，闻着难闻的气味，他也吃
不下饭。“适应了就不觉得难闻了。”郑
云宝说，“现在，填埋场的条件改善了不
少。以前，蹲在路边迎风啃干冷的馒头
是常事”。工友冯兵则神秘地告诉记者，

“这屋里除了电视机外，全部都是老郑从
垃圾山里捡回来的”。

在填埋场，郑云宝身兼数职，既是填
埋工、维修工，也是消防员。冬天，他最怕
沼气自燃。去年 11 月的一天，填埋场的
垃圾发生了一次比较大的自燃，为防止火
势蔓延，郑云宝早上 5 点就赶到填埋场覆
盖垃圾。垃圾燃烧后产生的有毒浓烟呛
得他直流眼泪，只能戴着口罩再把毛巾打
湿捂上口鼻做简单防护。就这样，火势被
压下去了，他却累得休克了。

工作 30 年来，郑云宝几乎没有休息
日。到填埋场上班后，更是全年 365 天出
勤。“每天都有垃圾，我一天不干活，垃圾
就得在这儿晾一天。”郑云宝说。

“家事你就多费点心吧”

提起家庭，郑云宝总是充满歉疚。郑
云宝与妻子婚后一直恩恩爱爱、相濡以
沫。妻子早年下岗，又因身体原因无法
再就业，全家就靠郑云宝支撑着，而他的
工资并不高。结婚 20 多年来，一家三口
和父母挤在一间只有 64 平方米的两居室
内生活，房间终日不见阳光。然而，他从
未向单位说过一个难字。

77 岁的老母亲患癌准备手术期间，
正逢省检关键时期，他每天披星戴月忙完
工作，才能去医院看看生病的母亲。母亲
手术当天，他把母亲推进手术室，在走廊
里哭了 20 分钟，又回到工作岗位上，一干
就是一天。深夜，当他赶到医院听到母亲
在昏迷中呼喊自己名字时，忍不住放声大
哭，长跪不起。即使这样，次日凌晨，他又
出现在工作岗位上。

为此，郑云宝在亲朋好友面前落下不
少埋怨。可他知道，填埋场的工作离不开
他，只好劝妻子多理解自己：“家事你就多
费点心吧。”

干完了一天的活，回到家躺上一会
儿，是郑云宝最幸福的时刻。“我没工作，
他这么累都是为了这个家。回到这个家，
我不能再不理解他了！”妻子说，有一件事
令她终生难忘。一天，郑云宝急匆匆拉着
她去了一家商店，直奔珠宝柜台，花 1000
元钱为她精心挑选了一副耳环。“媳妇，别
人都有首饰，可你什么都没有。”郑云宝边
说边为她戴上，“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吗？是我们结婚 20 周年纪念日”。回忆
起这件事，她眼圈红了。

30 年来，郑云宝在平凡的岗位上奉
献着青春和力量，同事视他为榜样，领导
视他为左右臂。他以无私的奉献，为这座
城市的清洁不停劳作着，赢得了大家的肯
定和众多荣誉。

“好人就应该有好报！”营口市委常
委、宣传部长王辉说。这些年，郑云宝因
为业绩突出，先后受到上级嘉奖，去年，又
被授予“辽宁好人·最美人物”荣誉称号。
在郑云宝家，白发苍苍的老母亲看着“辽
宁好人·最美人物”的大红奖状和金光闪
闪的奖杯，噙着泪花对记者说，“这是我儿
子的光荣，还得让他好好干，要对得起这
份荣誉”。

提及未来，郑云宝说：“我最盼望的，
就是市里的垃圾处理厂能够早日投入使
用。”

“时传祥式”环卫工人郑云宝30年如一日，不嫌脏、不嫌累，用自己的辛劳维护着城市的整洁——

宁愿一人脏 换来万家净
本报记者 张允强

“ 你 的 血 压 比 较 稳 定 ， 控 制 得 很
好，要继续保持。”2015 年 12 月 31 日
上午，家住安徽来安县青龙社区的朱玉
华来到社区卫生院，因为当天是陆剑虹
医生义诊的日子，他特地过来做个检
查。他说，“陆医生看病仔细、认真，
找他看病我放心”。

闲不下来的医疗“老兵”

今年 74 岁的陆剑虹是来安县卫生
局的退休干部，1968 年从安徽医科大学
毕 业以来，他一直奋斗在医卫工作第一
线。2001 年，陆剑虹正式退休了，闲不下
来的他干起了老本行，开展义诊、办健康
知识讲座、自费给边远山区的患者送医送
药⋯⋯

“人生的价值不是靠金钱来衡量的，
而是看他为百姓做了什么。”陆剑虹说。
退休后，多家医疗单位看中陆老精湛的医
术，要高薪聘请他，都被他拒绝了。他一
心扑在患者身上，把医疗志愿服务工作越
做越好。

“起初，主要是一些老患者来找我看
病，或者电话咨询我。后来，慕名而来的
人越来越多。为方便大家看病，从 2010
年起，我每周四都会到社区卫生院坐诊。”
陆老说，除了定期义诊，他还经常去社区、

乡镇、老年大学等地开展健康知识讲座，
宣传糖尿病、高血压等常见病防治知识。
陆老待病人如亲人，渐渐拥有了一批忠实
患者。家住江苏南京的仇某，每周四下午
都会来找陆老义诊。他曾患有较严重的
抑郁症，经陆老治疗后，病情明显好转。

“每次陆老义诊，来找他看病的有二三十
人，大多是他的老患者。”青龙社区卫生院
医生刘晓舟说。

星火燎原的志愿精神

2012 年，杨郢乡农民李先年到来安
赶集，因高血压引起突发性脑梗。他的老
伴找到陆剑虹，陆老二话没说，立即租车
把病人送到了县医院，并对所需费用作了
担保。由于抢救及时，李先年没有留下任
何后遗症。每每谈及这些往事，陆老总是
说：“选择了一项职业，就意味着承担了一

份社会责任。我是医生，我所做的这些都
是应该的。”正是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感
染了越来越多的人，陆剑虹的医疗志愿服
务也由“星星之火”发展到“燎原之势”。

“我就是在陆老的带动下，开始志愿
服务工作的。”徐卫年退休前，是来安县疾
控中心副主任。2013 年起，每周三上午，
他都和陆剑虹去老年大学开展健康知识
讲座。除此之外，来安县医院、中医院、家
宁医院等一些退休老医生也纷纷响应陆
剑虹的号召，积极发挥余热。

“从 2009 年起，我们这些退休老医生
每年都要开展下乡义诊活动。最初，我们
把义诊地点定在乡镇卫生院，可是效果不
理想。”陆老说，“后来，我们到偏远的村子
里义诊，看病的人就多了起来。虽然辛苦
点，但看到病人脸上露出的笑容，就感觉
很值得”。

退休 15 年来，陆剑虹一心扑在心爱
的医疗事业上，把业余时间都奉献给了志
愿服务工作。仅最近 4 年，他就累计接待
咨询、义诊 3000 多人次；举办健康知识讲
座 157 场次，听讲人数达 1.36 万人次；组
织带领医疗小分队下乡 6 次，义诊病人
600 余人次⋯⋯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
释了一个医疗战线志愿“老兵”的无私奉
献精神。

医疗战线的志愿“老兵”
——记安徽来安县医疗卫生志愿者陆剑虹

本报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朱守晶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西
营镇罗伽小学退休教师王克
华，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教师，
更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她在
38 年的教学工作中，成绩突
出，还将班里一双兄妹孤儿
抚养成材，被授予山东省劳
动模范、济南市“三八红旗
手”等荣誉称号。

1992 年，王克华在罗伽
小学担任三年级班主任时，
了解到班上一对兄妹的悲惨
遭遇：父亲得癌症病故，疯癫
的母亲自杀。那年，哥哥李
广 10 岁，妹妹李红 9 岁，两
个可怜的孩子面临辍学。一
个雪天，兄妹俩没来上学，王
克华冒雪走了 3 公里山路找
到他们家。一进门，她惊呆
了：茅草屋里,一半堆满了从
门窗飘入的积雪,家里连个
炉子都没有，兄妹俩正喝着
一锅玉米糊糊。这是兄妹俩
的早饭和午饭,除此之外，家
里再也没有可吃的东西。她
二话没说，把兄妹俩带回自
己家。王克华说：“我觉得两
个孩子太可怜。我也是个母
亲，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他们的。”从那天起，兄妹俩再
也没有离开过王克华。

李广身子弱，经常生病。一次，他身上长疮，到处
淌黄水，味道难闻，打了两星期青链霉素后，他屁股两
侧针眼处起了大疙瘩。王克华每天晚上都用毛巾为他
热敷，再用土豆片慢慢擦，为他减轻病痛。西营镇卫生
院、济南中心医院去了五六次，可李广的病情不见好
转。后来，王克华打听到一个偏方，到山上刨中药材熬
水为他冲洗疮口，两个多月后李广终于痊愈。

王克华的儿子李明瑞只比李广兄妹大一点，3 口
之家一下成了 5 口之家，王克华更忙碌，身上的担子更
重了。白天，她在学校教书；晚上，她回家做家务，周末
还要干农活。单是馒头，两天就得蒸一锅，白天没时
间，只能晚上做。她经常头晕和腰疼，几次因劳累过度
昏倒在课堂上，但从未耽误过一天课。为了供 3 个孩
子上学，家里还欠下了数万元的债务。

王克华家经济拮据，只能负担两个孩子上高中，怎
么办？善良的王克华把天平倾向了养子、养女一方。
在她看来，手心手背都是肉，三个孩子都很重要，关键
时刻只能让老大作出牺牲，她的亲生儿子恰恰就是家
里的老大。很多人都不理解，对此，她不假思索地说：

“我从来没觉得他俩是收养的，我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
生孩子。家里有困难，大哥就应该让着弟妹，出去挣钱
供他们上学。”后来，兄妹俩分别考上了医学院和军事
学院。现在，两人都已有了较好的工作。

王克华说，能组成一个家是缘分，3 个孩子之间的
感情也特别好，从来没有闹过矛盾。现在，收养的两个
孩子都已走上了工作岗位。“看到这俩孩子有今天，我
就放心了，总算没让孩子受委屈。”王克华欣慰地说。

山东济南市历城区西营镇罗伽小学退休教师王克华

：

超越血缘关系的母爱

本报记者

吴佳佳

▲ 郑云宝在检查作

业用车。

▶ 郑云宝和妻子十

分恩爱。

本报记者 张允强摄

春节临近，在我国历史文化名镇——河南社旗县

赊店镇，陈氏木版年画第四代传承人、60 岁的陈景知

正在赶制木版年画，供应需求量大增的节日市场。自

清朝中期，陈家就以雕年画模板、印制年画为生，被称

为赊店陈氏木版年画。陈景知 16 岁出师，在南阳一带

刻卖年画。陈氏木版年画构图饱满，书与画相得益彰，

主次分明，整个流程沿用古老手法制作，从画墨到贴

板、刻板，至少要 13 道工序，雕刻一块模板至少要 10 天

时间。陈景知说，现在来买年画的人，一般都是为了收

藏，因为印制这种手工年画的人越来越少。

图为陈景知在创作木版年画。 李 崇摄

木板年画迎新春

▲
郑 云 宝

（左）和同

事 在 一

起。

陆剑虹

( 左

) 正在为乡邻义诊

。

（资料图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