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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速较快的人，通常性格比较

直，离石区环卫工郭雪梅也是。

郭雪梅语速急促、嗓音洪亮。再

加上行动做事雷厉风行，给人的第一

印象是“飒”劲足。

郭雪梅年龄不大，四十多岁的样

子，因为常年扎根环卫一线，脸上明

显多了褶子，手掌也粗糙不少，看上

去比同龄人沧桑许多。但提及工作，

顿时精气神十足，气质大转弯。

郭雪梅是过过苦日子的。1976
年，郭雪梅出生在吕梁山村的一个农

村家庭。父母都是农民，家中贫寒，

上面有两个哥哥，她是最小的妹妹，

这也意味着，郭雪梅一出生就拿了一

手还算好点的牌，但未来生活仍旧充

满了困难和挑战。在苦难的岁月中，

郭雪梅兄妹三人艰难成长，日子虽

苦，但兄妹三人相亲相爱，还算有盼

头。打开郭雪梅的朋友圈，背景图是

一张黑白的老照片，兄妹三人排排坐

着，可爱极了。

郭雪梅深知生活不易，也明白穷

人家的孩子想要出人头地，只有好好

读书这一条路，她原本计划的人生是

成为一名学者，走出大山，但殊不知

却做起了一名环卫工人。

2013年，离石区信义镇招聘环卫

工，当时，朋友知道她的苦，也了解她

的家庭情况，就推荐她去当环卫工。

后来回想，郭雪梅觉得，朋友只是“随

口一提”，但当时她当真了。就这样，

35岁那年，郭雪梅加入了离石区环卫

队伍，起先负责信义镇严村、王村、永

红村、归化村、新山湾、马寨村、小神

头等 10多个村的路面清扫、垃圾清理

工作。

郭雪梅拼搏，靠的是一股子“飒”

劲。也正是靠着这股子钻劲，郭雪梅

连着清扫了一村又一村，常常顾不上

吃饭，就拖着疲惫的身子匆匆赶回市

区，回到家时已是深夜。多年来，她

爱岗敬业，扎实苦干，从一名一线环

卫工人成长为一名环境卫生督查管

理人员，负责管理信义镇 20个行政村

的卫生和 60多位环卫工。

要负责好这些，并不容易。郭雪

梅的法宝是坚持以身作则。总是提

前一个多小时上班，凌晨四五点起

床，喝杯热水，随便垫补点，然后就载

着后备箱满是清洁工具的车开始巡

查 20个行政村的环境卫生工作，路途

长达 70 多公里，这是郭雪梅的日常。

每到一处，工友们都会在郭雪梅的小

车前停下来寒暄几句，打扫、检查、交

接，郭雪梅手中的活儿一刻都没有停

下过。郭雪梅确实很忙，工作间隙，

她还不时出去开会。但无论她在与

不在，负责的村庄都整洁卫生，没人

偷懒。

有重活累活，郭雪梅总是自己撸

起袖子先顶上去；遇到难搞的问题，

自己刻苦钻研先“啃”下来。在社区

创卫工作中需要清除社区建筑垃圾

时，有的居民不理解，她不怕挨骂，边

上门做居民的思想工作，边和工作人

员清理杂物，拆除了楼房四周的栅栏

木棚，受到居民的好评；在清理绿地

种菜时，她冲在最前面，胳膊和腿都

划破了，也没有退缩；有好几次为了

处理难题，她和街道城管的同志守在

现场，一直熬到晚上十二点。

郭雪梅最近一次回家是清明假

期，再上一回是春节 2月，其余时间全

部都在这“两点一线”间奔波。即使

是春节，郭雪梅也一样在路上。今年

春节，她腊月廿九从信义出发，除夕

回到家中，赶上了久违的团圆饭。不

过，欢乐的气氛还没来得及好好品

味，第二天一早郭雪梅又出发了。就

这样在街道上，迎来了农历的又一个

新年。

“靠得住的是自己”。郭雪梅言

语中有自信，也有自我鞭策。这个

“飒”女子用生活中最平凡的道理与

自己达成了和解。对她而言，自己扎

根于街道，勤勉地谋求生活的保障，

20个村庄的角角落落，是个有付出就

有回报的地方，这是她倔强的根。

目前，郭雪梅形容自己是“移动

状态”，白天不停在外头奔波，陪伴家

人的时间很少。平时神情严肃的郭

雪梅，一聊起两个孩子，表情就鲜活

起来，但更多的是亏欠。几年前因为

工作，疏忽了对大儿子的照顾，高中

毕业后大儿子未能再继续学业，最终

选择入伍当兵、保家卫国。二儿子去

年考上了很不错的大学，郭雪梅心里

总算舒坦了点。

这些年下来，郭雪梅从为个人打

拼到为广大人民履职，多的不仅仅是

市人大代表的称号，更是一份沉甸甸

的责任。时至今日，但凡问到郭雪梅

这个名字，同事说她干起工作来真应

了那句话：谁说女子不如男！而村民

们谈笑间，依旧绕不开在村子街头巷

尾忙里忙外、雷厉风行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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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6 日，在石楼县裴沟乡永由村，

来自北京荣宝斋画院的画家们，为永由

古槐画像并合影留念。 图 / 孙和斌
赏析：这株古槐，扎根永由，据说已

有四千余年，见惯了白云苍狗，朝朝暮

暮。某日，画家们齐聚树畔，赞叹之，摹

画之，并与之合影，在一起的还有他们

精美的画作。乍见此图，我不禁微笑，

《逍 遥 游》中 ：“ 今 子 有 大 树 …… 何 不

…… 彷 徨 乎 无 为 其 侧 ，逍 遥 乎 寝 卧 其

下。”正此图所谓也！在古槐漫长的岁

月里，不知有没有相似的一幕。

古 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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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是一座城市的灵魂，也

是一座城市的名片。它无处不

在、无时不有，彰显在一事一物

里，一言一行中。

又到春暖花开的季节，户外遛

娃的频率也随着好天气高了起

来。每天下午，带着孩子推着小车

或走在东川河畔，悠闲漫步于人行

步道，或去周边的口袋公园转转，

让聚集的孩子在安全的环境里嬉

戏打闹，或抱着孩子坐上免费的

公交车……不论何种遛娃方式，

离石这座城市都让人十分享受。

近年来，我市从城市规划设

计、建设实施、日常管理、整改提

高等方方面面为市民营造了一

个高品质的生活环境。那一个

城市的文明除了优美的环境外，

还体现在哪些方面？

我觉得体现在每个红绿灯路

口，无论有没有警察和志愿者维

持秩序，行人、自行车、电动车、汽

车也能够自觉按照规则井然有

序；体现在抱着孩子上了公交车，

前排就座的乘客会第一时间主动

让座；体现在看到拿着重物的老

人，立马上前帮忙的年轻人；体现

在一辆辆停下来礼让行人的车辆

上；体现在城市市民有礼貌、热情

大方、有素质、能够互相包容、尊

重、理解……

文 明 就 是 这 样 ，在 我 们 身

边，在街角、在巷口、在公园、在

信号灯里。是人们相遇时不经

意的微笑，是别人问路时耐心细

致的指引，是不在公共场所吸烟

的习惯成自然，是将垃圾放入垃

圾箱的一个细微动作……一座

城市的迷人魅力，不仅在于高颜

值的外部形象，更体现在市民的

一言一行，每个人都是文明的

“因子”，都是城市文明的主人

翁。我们每个人都从这样的生

活细节里发现文明、感受文明、

实践文明，因为“你文明的样子

就是城市文明的样子”。

驯鹿逐苔藓而栖，萨满在月光下起舞；将心事

诉说给山峰，将仇苦诉说给流水；在森林中相遇，

也 在 森 林 中 分 离 ；在 自 然 中 获 得 ，也 在 自 然 中 失

去。

我是来自岚县文化和旅游局的李晓娟，今天

给大家分享的书籍是《额尔古纳河右岸》。

人的一生究竟要如何度过？

有的人受困于爱情的牢笼，一生郁郁寡欢，只

落得个晚年落寞凄苦的身影；

有的人始终心怀良善，在灾难中义无反顾地

承担起自己的使命，用生命换取他人平安；

有的人历经风雨，见证无数生离死别，与所爱

的人阴阳两隔，于山林之中，守着一团火种，等待

着死亡的来临……

这一个个不同的命运故事，便是出自迟子建

《额尔古纳河右岸》。

在中俄边界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居住着一支

数百年前自贝加尔湖畔迁徙而至，与驯鹿相依为

命的鄂温克人。他们信奉萨满，逐驯鹿喜食物而

搬 迁 、游 猎 ，在 享 受 大 自 然 恩 赐 的 同 时 也 备 尝 艰

辛，人口式微。他们在严寒、猛兽、瘟疫的侵害下

求繁衍，在日寇的铁蹄、“文革”的阴云乃至种种现

代文明的挤压下求生存。他们有大爱，有大痛，有

在命运面前的殊死抗争，也有眼睁睁看着整个民

族日渐衰落的万般无奈。然而，一代又一代的爱

恨情仇，一代又一代的独特民风，一代又一代的生

死传奇，显示了弱小民族顽强的生命力及其不屈

不挠的民族精神。

本书的作者迟子建，1964 年出生于黑龙江省，

1983 年开始进入文坛，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作

为中国当代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女作家，迟子建的

文字细腻而富有灵性。2004 年当媒体报道了敖鲁

古雅的鄂温克人下山定居的事情，许多人蜂拥到

内蒙古的根河市，想见证人类文明进程中这个所

谓伟大的时刻。那时，迟子建看到关于记叙鄂温

克画家柳芭命运的文章。看完后，她决定动笔书

写这个民族的历史。 2004 年 8 月，迟子建找到了

笔下女酋长的原型，倾听他们的故事，用了 3 个月

的时间集中阅读鄂温克历史和风俗的研究资料。

2005 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

额尔古纳河，位于内蒙古东北部，原本是中国

的内陆河，清朝时与沙俄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将

额尔古纳河变成了中国与俄国的界河。鄂温克是

“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们”的意思。鄂温克族是中国

一饲养驯鹿的民族，世代以游猎为生。他们生活

在大兴安岭深处，日出时打猎，日落时归家，月光

下架起篝火，喝酒吃肉歌舞。他们的房屋是能看

到星星的“希楞柱”。到了山里，要祭拜山神。在

山野中生存，除了有鸟语花香的和谐，也有残酷和

冷峻的生存挑战。但不管生活多么难，酋长和族

人总是团结一心，从未离开赖以生存的森林和土

地，他们始终以顽强的意志，抵御着生活的重重磨

难。

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书中的故事。

这本书以鄂温克族最后一个女酋长为主人公，

讲述了整个鄂温克族最后的演变，从生活在原始森

林深处的游牧狩猎生活慢慢走向了现代化定居生

活。这本书分为四部分：清晨、正午、黄昏、半个月

亮，以此贯穿着整个鄂温克族的最后生命周期。

穿越漫漫光阴，老人平静地回忆着、讲述着那

一个个生动的人、物陆续走向死亡的故事。

随着现代文明的发现，这个民族的宁静很快

被打破了。随着大面积开发，山上的植被越来越

少。用书中的话说：“伐木声取代了鸟鸣，炊烟取

代了云朵。”运输车辆的频繁出入，使林中的路越

来越多。可对于鄂温克族的人来说，却越来越不

知去往何处。

书中，老酋长用自己一生史诗般的经历，来诠

释什么是生命的坚韧。就如同书中所说：“我守着

这 团 火 ，无 论 遇 到 狂 风 、大 雪 、暴 雨 ，我 都 护 卫 着

它，从未熄灭过，这团火，就是我跳动的心。”

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

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小说开头第

一句，便给人一种扑面而来的苍凉和厚重感。

读完这本书我仿佛经历了一场灵魂的觉醒。

这部作品不仅让我领略了大自然的壮美，更让我

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与无常，以及每一个生命逃

脱不了宿命感。

最后以书里的一句话作为此次分享的结尾：

故事总要有结束的时候，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尾声

的……

额尔古纳河右岸
□ 岚县文化和旅游局 李晓娟

4月 20日，石楼县小镇社区童心港湾开展了“世界读书日”主题活动，童伴妈妈通过

PPT 给孩子们讲解世界读书日的来历、读书好处、读书方法和建议等。图为童伴妈妈为

孩子们讲述绘本故事。 臧媛慧 陈贞 摄

本报讯 （记者 刘丽霞） 近

日，柳林县李家湾小学全体师生共

聚一堂，举行“共读共创共成长”读

书月系列活动启动仪式。

活动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序

幕，全体师生以最崇高的敬意和真

挚的情感齐唱国歌，传递着对祖国

的热爱和自豪之情。赵霞云校长宣

布“李家湾小学 2024年共读共创共

成长读书月系列活动”正式启动并

致辞，她引经据典，道出了读书的益

处，希望广大师生好读书、读好书，

养成终身阅读的习惯。随后，老师

带领大家共同了解了“世界读书日”

的由来，并宣读读书月系列活动方

案，鼓励同学们在读书中感受快乐，

鼓励老师们率先垂范，塑造特色鲜

明的校园文化。活动还向全体师生

发出倡议，号召大家爱读书、读好

书、多读书、勤读书，迅速掀起读书

活动热潮，在全校形成“人人崇尚读

书”的良好风气。

据悉，此次“共读共创共成长”

读书月系列活动从 4 月 9 日开始至

4 月 30 日结束，李家湾小学将通过

举 行 家 校 联 合 共 读 、学 生 主 题 阅

读、读书分享会等系列活动，努力

营造书香校园的良好氛围，让学生

在书籍的海洋里执着探索，收获智

慧的果实。

以书为友 共享读书的美好时光

柳林县李家湾小学举行读书月系列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