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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粪工张喜忠有自己的工作准则：不管工作多脏多累，有活就接，接了就干好——

就 想 当 个 时 传 祥
本报记者 韩秉志

张喜忠是河南新乡人，北京老

兵保洁服务中心队长。1978年入

伍，1981年入党，1984年复员回

乡务农，1987年 12月进京务工。

近30年来，他始终坚持“离家不离

岗、离乡不离党”，踏踏实实做人，

勤勤恳恳做事，为务工地和家乡人

民作出应有贡献。先后获得“中国

好人”“北京市劳模”“全国优秀社

区志愿者标兵”“2014北京榜样”

等称号。

人物小传

老兵念旧。16 年前，张喜忠买的

第一辆二手污水抽运车已不能使用，还

一直停放在家门前的空地上。老兵说，

那是他最初创业的见证，也是他坚持这

份事业的动力。尽管住房很小，但张喜

忠还是辟出五六平方米当作纪念品小仓

库，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宝贝”：

大大小小的抽水泵、长短不一的电缆

线、井下作业用的排风扇、防毒面具

⋯⋯凡是救援需要的物件，在这里都能

找到。一件件看似古董的老物件，老张

却如数家珍，汶川地震、7·21 北京特

大暴雨、云南大旱⋯⋯正是这些不起眼

的工具发挥了巨大作用。

老兵认真。翻看张喜忠的工作手

册，一页页纸上详细记录着每次救灾的

路线、费用、注意事项。看得出来，每

一次他都是用心付出，每一次他都希望

干得完美。

这些特质，让张喜忠显得与众不

同。他是千千万万农民工中最普通的一

员，他的行为，也是新时代农民工精神风

貌最真实的具体反映。最近，农民工巨

晓林当上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成了新闻。

作为一个老一代农民工，张喜忠最大的

愿望，就是让农民工地位不断提升。

城市有了老兵张喜忠，即便是寒

冬，人心里也很暖。愿我们的城市也

让老兵和他的农民工兄弟感受温暖，

愿老兵不老。

老 兵 不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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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后 黄 钥 是 广 西 南
宁至北京西 Z5/6 次列车上
的一名乘务员，她生长在一
个名副其实的铁路之家。

爷爷黄志军是 Z5/6 次
前身 5/6 次列车上的一名列
车长，也是该趟“红旗列车”
的第一任“火炬”手。

爸爸黄文涛从爷爷手中
接过“红旗列车”的接力棒，
成为第二代“火炬”手。

2014 年，黄钥从广西艺
术学校毕业，来到 Z5/6 次列
车，成功转型成为第三代“红
旗手”。

一家三代与 Z5/6 次列
车结缘，也见证了 Z5/6 次列
车的成长。

黄钥最喜欢听爷爷讲述
老铁路故事。爷爷说：“以前
火车上的人非常多，特别是
春运的时候，车厢里面人挨
人、脚贴脚，人都快被挤成纸
片啦！但是车厢里还是笑声
四起，每个人都很开心。”爷
爷的故事总是生动有趣。

爷爷的一生见证了我国
铁路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没
有空调的“绿皮车”，到有空
调的“红皮车”，再到如今的
高铁，说到这些时，爷爷的眼
中泛出了自豪的光芒。

爸爸黄文涛子承父业，
接替爷爷的工作成为 K5/6
次列车上的一名乘务员。黄
文涛说：“我刚工作时，一到春运，打扫一次卫生就会
全身湿透，当一次班下来累得倒头就睡，但我干得很
开心、觉得很充实。”

“以前买火车票只能到车站的售票窗口，排很久
的队还不一定买得到，现在有自动售票机，还可以电
话订票、网络购票，多方便！”黄文涛感慨地说。

在黄钥儿时的记忆中，爸爸留给她的时间很少，
拉着乘务包渐行渐远的背影多过父女相处的画面。
不过，这也促使黄钥养成了独立、自强的性格。

每次翻阅家里的旧相册，看着照片中爸爸身着
一身整洁合体的制服，总觉得他是最帅的乘务员。

在爷爷和爸爸的熏陶下，黄钥心中的“红旗梦”
也渐渐萌芽了。

毕业时，能歌善舞的黄钥放弃待遇较好的工作，
毅然投身铁路事业。通过层层考核，她光荣地成为
Z5/6次列车上的一名乘务员。

来到 Z5/6 次的第一天，她参观了车队荣誉室，
看见满屋的荣誉证书、牌匾、锦旗、奖杯时，她心中的
自豪感油然而生，庆幸成为这里的一员。

随后的日子里，这个不满 20 岁的小姑娘，坚持
用心、热心、诚心服务，像一颗慢慢燃烧的火苗温暖
着旅客。

2015 年 12 月 26 日，Z6 次列车南宁站始发后，
黄钥为旅客更换卧铺卡时，看到 8 号下铺的一位老
人的衣服缺了两颗扣子，忙完手头的工作后，她立即
拿来针线盒，穿针引线，为老人缝起扣子，引来老人
的连连称赞。

对旅客的称赞，黄钥总是报以最灿烂的笑容。
她说，得到别人的肯定是最开心的事。

2016 年 1 月 23 日 21 时 55 分，Z5 次列车停靠在
郑州站台。此时气温为零下 5 摄氏度，乘客张女士
一手拖着箱子、一手拉着 3 岁的女儿恬恬，在站台上
艰难地走着。黄钥见状立即迎上前去，牵着恬恬上
车。发车后，她帮助张女士放好行李，看着小恬恬脸
颊被冻得通红，她就把自己的双手搓热放在恬恬脸
上捂着，并把自己准备用的暖手宝装好热水后放在
恬恬手中。

一个小举动，一个暖手宝，它带给人身体的温暖
很有限，但这个温馨的记忆却是永恒的。

黄钥就是这样，用实际行动践行着 Z5/6 次“红
旗列车”的服务宗旨，也获得了 2015 年度铁路局安
全生产先进个人称号。

一家三代人与铁路有着不解之缘，与 Z5/6 次有
着难以割舍的情感。为了铁路事业，他们奉献青春,
在“红旗列车”上圆了心中的“红旗梦”，“红旗”精神
也在他们手中代代相传。

一家三代铁路人的

﹃
红旗

﹄
梦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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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贞荣大妈家下水道又堵塞了，这位
住在北京西八里庄街道彰化村的老人打
电话向街道求助，末了还习惯性地叮嘱一
句：“一定得叫老兵来啊！”

老兵是一个人，叫张喜忠；老兵也是
个团队，专门从事疏通下水道、抽取各种
污水秽物的工作，这个清掏队的全称是

“北京老兵保洁服务中心”，张喜忠是服务
中心的创立者。生活中，北京市西山脚下
田村街道一带的群众都喜欢用“老兵”来
称呼他们。

“清洁淘粪有那么大的
供需差距，正说明这是干事
立业的机会啊。”

1 月 19 日，北京正值寒冬。约张喜忠
采访，电话那头传来一口不太容易听懂的
河南话。不过，《经济日报》记者马上就感
受到了来自老兵的温暖，“我这地址不太
好找，天气又冷，你快到了告诉我，我出去
接您”。

走进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外田村社
区的一处厂院，沿着水泥路穿过一大片种
植大棚基地，深处一间不起眼的石棉瓦平
房，就是张喜忠的办公地点——北京老兵
保洁服务中心，这里也是张喜忠的住所。
做保洁 10 多年来，张喜忠和妻子一直居
住在不足 10 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如今添
了小孙子，家里更挤了，但老兵乐在其中。

“田村是我当年当兵的地方，如今工
作居住也在这，有感情啊。”扎根北京近 30
年，张喜忠早把北京当成了第二故乡。

1978 年至 1984 年，张喜忠在北京卫
戍区警卫一师服兵役。退伍后，他搞过建
筑，修过马路，捡过破烂，承包过蔬菜大
棚，后来由于自己承包的菜地被征用建设
奥运场馆，才转而与保洁结缘。

“我文化水平不高，没什么专长。腾
出菜地后，不知道该干什么，很迷茫，只能
天天跑劳动力市场找活干。”张喜忠说。

当时，有人告诉张喜忠，城市保洁服
务的缺口很大。张喜忠动心了，但很多亲
戚朋友表示反对——保洁服务，说白了就
是通下水道，淘大粪，好说不好听呀！

不过，倔强的老张没有因为亲人的反
对而退缩，反而找到了当年在部队接受急
难险重任务时的那种激情。“当过兵的人，
最大的优势就是不怕苦、不怕累。当年人
家时传祥能背着那么沉重的粪桶做好淘
粪工，现在条件这么好，我为什么就不能
干好淘粪工作？清洁淘粪有那么大的供
需差距，正说明这是干事立业的机会啊。”

喜欢身着迷彩服的张喜忠，对军营有
一种特殊的情感。他说，6 年的军旅生活
中，自己立过功，入了党，很多优秀品质都

是在部队养成的。退伍后，这些品质不能
丢了。

“走，我带你看看我的装备去。”说着，
老张带着记者来到院子里，指着一台已经
报废的蓝色货车说，“这就是我当年用全
部家当买的二手污水抽运车，我的淘粪生
涯就是从这辆货车开始的”。

2000 年，张喜忠成立了北京老兵保
洁服务中心。创业之初，张喜忠和媳妇定
下“工作准则”：不管条件多艰苦，不管情
况多复杂，不管工作多脏多累，有活就接，
接了就干好。

一次，他到社区联系业务时，遇到了东
营房社区的李书记。李书记告诉他，社区
的一个厕所需要清淘，老张一听特别高兴，
可他来到厕所一看，却傻眼了。原来这是
个旱厕所，机车抽不动，只能靠人挖。他放
下车子，卷起衣袖裤管，跳进粪坑一铁锨一
铁锨地挖起来⋯⋯剩下一些不好下铁锨的
地方，他就用手一点一点地淘。

整整干了两天，张喜忠才把这个厕所
清理干净。打那以后，李书记就把社区清
淘厕所的活全都交给他来做，还把他推荐
给其他社区和单位。

因为老张从不挑活，而且活儿干得
好，业务慢慢多起来。靠着一股实诚劲，
张喜忠从最初的一个人，干到了如今由 55
名员工组成的保洁队伍，拥有了 5 辆环卫
抽吸车、1 辆应急排水作业车、2 辆高压清
洗管道车及化粪池清淘的专业设施。

“过去是人找活，现在是活找人。既
然人家信任咱，咱们就得拿出专业水准。”
老张爬上一台新买的作业车，自豪地对记
者说：“这辆车集清扫、洒水、清粪、消防、
疏通管道等功能于一身，比起专业的消防
车来也毫不逊色！”

“ 能 进 中 南 海 去 搞 清
洁，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
的！”

正聊着，老张的手机响了。东营房社
区居民张红老人来电话，说是下水道又堵
了。挂掉电话，张喜忠立即跨上摩托车直
奔社区。因为很多居民住在胡同里，有时

疏通淘粪车开不进去，张喜忠特意买了这
辆摩托车，疏通设备就常年挂在车上。

来到张红家，打开下水道盖子，一股
恶臭味儿顿时冒上来。张喜忠探身将疏
通簧伸进下水道，忙活了 20 多分钟，疏通
簧被拽上来时，上面挂了好多头发。完了
再倒一盆水进去，管道果然通了。

干完活，张喜忠并没有开价要钱，而
是拿过抹布，一边跟大妈聊家常，一边细
细擦了一遍厨房的地面。

这 10 几年里，这个老兵的身影频繁
出现于田村路街道 28 个社区和八里庄街
道的 300 多户居民家中，他们都是社区里
的困难群体，有孤寡老人、残障人士、军烈
属、困难居民等。张喜忠随叫随到，却从
未收过钱。粗粗算下来，10 多年间，张喜
忠免费疏通管道 3000 多次，没有收的这
笔钱接近 100万元。

无论看相貌还是听说话，张喜忠都很
平凡，但他的团队员工都认为他极不平
凡。不仅因为他 10 几年如一日地坚持为
困难群体免费服务，还因为他居然把淘粪
这个不起眼的工作干进了中南海。

张喜忠自己对此也很自豪。这会儿，
他从书柜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档案袋，
向记者展示了这些年来珍藏的一张张劳
务合同。记者看到，从本世纪初的几年到
今年初，老兵保洁服务中心的上百份管道
疏通、化粪池清淘业务合同中，除了一些
街道社区的，还有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
军委办公厅、武警总部、三军仪仗队等机
关事业单位的。

回想起自己首次承担中央办公厅秘
书局综合办公楼化粪池清淘和管道疏通
业务时的场景，张喜忠仍难掩内心激
动。“那一刻觉得自己的努力终于得到认
可。能进中南海去搞清洁，这可不是一
般人能做到的！对我来说，这是莫大的
荣誉。当然了，压力也大，所以，每次
去中南海执行任务，我都亲自带队，力
求做到完美。”张喜忠说着话，眼睛里闪
着光。

谈话间，记者侧头看到老张在墙上贴
的服务守则：“发扬全国劳动模范时传祥
精神，宁愿一人脏、换来百家净。”看着这
个守则，老张严肃起来。他告诉记者，“在
常人看来，这只是一句口号，但在我张喜
忠看来，这就是不得违反的军令，时传祥
是我最佩服、最尊敬的人”。

2003 年春，北京爆发非典，大街小巷
谈“非”色变，平日里喧闹的街道冷清了不
少。当年 4 月 20 日，田村社区一个家属院
的下水道严重堵塞，化粪池的污水四溢，
当时田村街道联系张喜忠，请求保洁中心
给予清理。

“接到电话，我开始也犹豫。谁都知
道，粪便是非典病毒的重要传染源。但
是，我自己名片后面印的是‘24小时服务，
随叫随到’的承诺啊。我就跟工人说，咱
们对客户承诺了随叫随到，就应该说到做
到。钱，咱们可以不要，但咱们的声誉不
能不要。我是党员，我必须去!”张喜忠说
这话时有些激动。

张喜忠也要求员工们以时传祥为楷
模。每招一批员工，张喜忠都要组织他们
到时传祥博物馆参观。老兵保洁服务中
心有个服务守则，要求员工忠于环卫事
业，树立老兵形象，发扬全国劳模淘粪工

时传祥精神。“别人认为淘粪工是脏的，但
我们心灵是美的。我们做淘粪工的，就是
首都的美容师。”张喜忠说。

“看不起淘粪的，才丢
脸！工作没有高低贵贱，我
淘粪，我骄傲！”

采访要结束了，见天已大黑，老张坚
持要记者留下吃晚饭，他的老伴也已经准
备好碗筷。这天晚上，老张一家人吃的是
炒豆角和炒花生米，主食是从老家河南新
乡带回来的小米熬的粥和发面饼。因为
记者留下来了，张喜忠特意嘱咐老伴炒了
一个木须肉。

说到老家河南，张喜忠话多了起来。
最让他难忘的，是河南省委书记郭庚茂在
接见他时说的话：“老张，您不能光在北京
做慈善，在适当的情况下可以到河南为孤
寡老人服务。”老张答应了。2013 年，他
在郑州开了分公司。不仅如此，张喜忠还
在河南老家投资兴建了玉米秸秆青储池
和养牛、养猪场。每逢麦收，他都回乡租
赁各种机械，为困难群体及顾不上回家的
农民工免费服务。

兴许是在自己家的缘故，老张把自己
的“老底儿”都告诉了记者：“我告诉你，如
今，河南分公司的业务不用我太操心了，
因为我把儿子张建新也拉下水啦。”

能说服儿子放弃搞软件开发，来帮
“老兵”做淘粪工作，可能是张喜忠这辈子
干的最自豪的一件事。“刚开始他可犟呢，
不想回来，嫌一个大学毕业生去淘粪丢
人。我对他说，淘粪不丢脸，我淘粪淘到
中南海，淘到军委办公楼，做的是正经营
生，丢什么脸？看不起淘粪的，才丢脸！
工作没有高低贵贱，我淘粪，我骄傲！”如
今，儿子在郑州已经能独当一面。

儿子的加入让张喜忠有了更大的干
劲。在打拼出一片天地后，张喜忠走上了
奉献社会、回报家乡的道路。他找到社区
党委，主动提出组建“学雷锋爱心团队”，主
动要求参加各级组织的环保和环境整治等
公益活动，公司内部把每周六定为学习雷
锋日，常年坚持开展义务服务活动。

2008 年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张喜
忠带领“老兵”第一时间赶赴四川，成为首
批进入灾区前线的外地志愿者。凭着坚
贞不屈和忠诚顽强的老兵精神，张喜忠与
解放军官兵一起，抢救出 6 名群众。回到
北京后，张喜忠却因过度劳累，在部队卫
生队里住了 20天院。

“如果现在有人问我，有更好的工作
你去不去？我会肯定地说，不去！”告别
时，张喜忠拉着记者的手动情地说，“因
为我爱上了淘粪这个工作，即便我老
了，干不动了，我还可以动员子孙后代
继续我这份事业，发扬时传祥的精神，
一直干下去！”

黄钥 （右） 在服务小乘客。 黎 姣摄

图① 张喜忠在环卫抽吸车上展示装备。

本报记者 韩秉志摄
图② 张喜忠在施工。 （资料图片）
图③ 张喜忠在他的老兵保洁服务中心前。

本报记者 韩秉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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