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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采访过不少环卫工人，知道他们的辛苦。但
采访石淑敏、马希军这对母子，还是让记者多了一份不
同以往的感触：母子俩用执着和坚守，各自在这个平凡
的岗位上演绎精彩人生——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精神
传承方式。

联系采访马希军，他不是在一线调度指挥，就是在
检查清运设施，或者在外地学习培训。管理 250余人的
清运队伍，确保清运车辆安全运行，做到每天 700 多吨
垃圾“日产日清”，这些工作，他都要努力干到最好。

每年清运管理站举行技能大赛，用铲车把五层砖
块一层层移到别处，码成同样的五层，马希军最快只要
20 秒。用单臂吊车摆放垃圾箱，车辆出库完成操作再
入库，他最快用时 1 分 20 秒。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精一行，他用实际行动来证明。

“干环卫，母亲是我的领路人，时刻用言行影响着
我！”马希军说，小时候，他就跟着瘦小单薄的母亲，扛
着扫帚去扫马路。“母亲用行动告诉我，干工作就得不
怕脏、不怕累，干一行就要爱一行，干就要干最好！”

见到石淑敏，记者很难想象，在这个瘦弱的身躯
里，竟隐藏着如此坚韧的力量。有调回天津当国企工
人、坐办公室当干部的机会，她都坚决拒绝了。干环卫
15 年，哪里任务重，她就在哪个路段清扫。环卫精神，
正是因为她，得以在这个家庭两代传承。

马希军的大姐马希芹、妻子张静也是环卫工，都是
单位的先进工作者。马希芹回忆，高中毕业后，她拗不
过母亲，不情不愿地干了扫大街的工作。头一个月，她
心灰意冷，工作也心不在焉。“母亲知道我的委屈，每天
看我扫不完，就默默地帮我完成剩下的工作。”

母亲弯着腰一扫帚一扫帚地替自己“收尾”，马希
芹看在眼里，那一阵阵“唰唰”声也扫在她的心上，她很
快安心干起了这份工作。后来，马希芹因财会业务突
出调到了机关后勤，她把扫大街的踏实心态，也带到了
新的工作岗位上。

“工作不分贵贱，干好了就是对党的最大回报！”
“咱干工作，不能骄傲自满，要踏踏实实的，苦干实干！”
每隔一段时间，一家人就会聚到一起，开起家庭会议，
石淑敏这个主持人，每次都用自己的故事，来激励家里
的每一个人。

马希军的女儿马洁，提起奶奶扫大街，说得也是绘
声绘色。“小雨淅淅沥沥，收水口井箅子上的菜叶、塑料
袋等垃圾，奶奶一点一点地用手抠出来、捡起来……”
在成长过程中，她读懂了环卫工奶奶，读懂了父母和姑
姑，如今经常在朋友圈宣传环保、普及垃圾分类知识。

采访结束后，这个家庭的每个人，都深深印在记者
的脑海里。对于他们而言，干环卫是一种职业的热爱，
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可见，好家风是一场父母与子
女的“双向奔赴”，是亲身示范，努力让自己成为孩子心
中“那个最想成为的人”！

文/河北日报记者 刘 杰

言传身教，是最好的
精神传承方式

在每个凌晨，在城市大街小巷，总有一群忙碌的身影。这是环卫工人正为城市“打扮梳妆”，他们披星

戴月、不怕脏累、风雪无阻。

在廊坊，有这样一对环卫工母子——母亲石淑敏是全国先进女职工，儿子马希军是全国优秀共产党

员、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先进的母亲带出了先进的儿子，两代人接力传承“宁愿一

人脏、换来万家净”的环卫精神，共同守护着这座城市的整洁，见证了环卫事业的发展与进步。

近日，记者采访了这对母子，聆听两代环卫人的讲述，“解码”跨越时代的精神传承。

◀ 石 淑
敏 工 作 期 间
获 得 的 荣 誉
奖章和证书。

◀4 月 24
日 ，马 希 军

（中）与同事分
析研究垃圾清
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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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4月24日，马希军在车辆维修车间检修车辆。

▶ 4 月 24 日，
马希军（左）与母亲
石淑敏（中）、大姐
马希芹在一起。

坚守

“调不走的铁扫帚”

跟马希军约采访并不容易，几次都
未能成行。他是廊坊市环境卫生服务中
心清运管理站副站长，今年又当选全
国人大代表，需要迅速适应代表角色、
提升履职能力，每天忙得脚不着地。

4 月 14 日，记者再次联系马希军
时，他正在赶往北京的路上，要去参加
学习班。他说，母亲石淑敏是老环卫
工，对环卫事业“情有独钟”，建议记者
先跟他母亲聊聊。

“我们是环卫工，干的就是本职工
作，有什么值得宣扬的？”4 月 18 日下
午，石淑敏老人在廊坊市曙光道环卫
局宿舍楼的家中对记者说。

75 岁的石淑敏，精神很好，脸上
挂着笑。说起环卫工作，她瞬间打开了
话匣子：“一家四口人是环卫工，我是

‘调不走的铁扫帚’，儿子是大家眼中
不生锈的‘螺丝钉’，对于环卫就是两
个字——坚守！”

时间回到1968年，石淑敏20岁高
中毕业，从天津市红桥区下乡到当时
的安次县南营村。在别人介绍下，第二
年她嫁给了朴实的农民马凤元，在农
村一待就是 10 多年。其间，夫妻俩生
下两女一男，马希军排行老二。

后来，国家对知青上山下乡政策
做了调整。1983 年，廊坊市进行知青
选调，当年的9月13日，石淑敏被安排
到安次环卫站从事环卫清扫工作。

“当时能去面粉厂、酒厂、钢厂等
8 个单位，我主动选了清扫工这个工
作。”石淑敏说，当时很多人看不起“扫
大街的”，可她觉得干环卫就成了“公
家人”，心里还挺自豪。

“从村里到上班的地儿有25里路，
每天凌晨4点就起床往城区走，晚上九
十点钟才能回到家。”刚上班，石淑敏
连着走了3天，双脚磨出了血泡。马凤
元心疼她，花60元钱买了辆二手自行
车。骑着这辆“宝贝”自行车，石淑敏风
里来雨里去，在环卫站一干就是15年。

干这份工作，反对的声音不少。
“一出门就是一整天，孩子照看不了，
种地也帮不上忙。”马凤元曾多次反对
石淑敏干环卫，钱挣不了多少，“扫大
街”名声不好听，村里风言风语也不
少。石淑敏的心里打了退堂鼓。

“你们响应党的号召选调到环卫
站，是骡子是马得出来遛遛，坚持不
了、不能干的就请回！”想起环卫站领
导的这番话，石淑敏暗暗下决心，一定
干出个样儿让大家瞧瞧。

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无论白
天还是夜晚，石淑敏都勤勤恳恳地坚
守岗位，认真清扫街道。石淑敏的踏实
肯干，领导和群众看在眼里，工作第一
年，就评上了环卫站的先进个人。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姐弟三
人就早早起来，跟着母亲去扫马路。”
大女儿马希芹至今还记得，母亲给每
人配一把小扫帚，教他们干活的窍门。
压平扫帚面，轻拉长推，这样才不起
灰、扫得干净。“碰到有些人看不起‘扫
大街的’，母亲就告诉我们，工作不分
贵贱，只要干好了，照样有出息！”

秋冬季节，街上的树叶、积雪多，
石淑敏就发动丈夫和孩子们一起清
扫。有一年大年初二，孩子的两位舅舅

从天津赶来拜年，却发现石淑敏家里
空无一人。一问才知道，全家人都出去
扫雪了。两位舅舅赶紧找过去，一起跟
着干。“唰、唰、唰”的声音，深深印在了
孩子们的童年里。

1987年，石淑敏曾有回天津的机
会，按政策还能带走家中一名成员，成
为天津市民。可为了家的团圆和已经

“干出感情”的环卫工作，她拒绝了。
1993 年，石淑敏获评省劳动模范后，
依照政策可以调到办公室当干部，可
她再次拒绝了——有了荣誉更要坚守
本职工作。

“不回天津、不当干部，说什么都
不离开这个岗位，人们都喊我是一把

‘调不走的铁扫帚’！”说到这儿，石淑
敏打开自己珍藏多年的“宝贝盒子”，
向记者一一展示她获得的“全国先进
女职工”“建设部劳动模范”等奖章和
证书，脸上满满的自豪。

“我从事环卫工作，很大程度上也
是受母亲的影响。”马希军说，母亲曾
有调动到其他岗位的机会，可她依然
坚守着。“从一个普通的清扫工到全国
先进，我都看在眼里，对她很敬佩。我
也慢慢接受了环卫这份工作，从中找
到了‘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的工
作价值。”

传承

“干就得干最好”

1984 年冬天，一场大雪袭来，气
温骤降到-11℃，石淑敏凌晨3时就走
出家门，赶往清扫路段。“早晨遛弯儿
的老人多，上班的人也多，万一滑倒怎
么办？我们就得时刻关注天气，提前出
门扫雪。”

石淑敏裹一层头巾，套着两件棉
袄，戴了两副手套，脸冻得发红。“大早
上的，哪能不冷呢。不过没事，扫扫雪
就不冷了。”

每遇到雨雪天气，石淑敏都早出
门一小时。“无论什么情况都要保证提
前上岗，赶在大家上班前把路面扫干
净。”那年冬天，她发烧感冒六七次，但
一天也没歇。“一人一个路段，自己歇
了，马路谁扫？咬牙也得坚持！”

干清扫工作15年，石淑敏扫过兴
安街、解放道等最难清理的道路。“这
些路段住户多，还有菜市场，垃圾自然
也多。我负责 1000 多米的路段清扫，
还得劝大家别乱丢垃圾。”哪个路段难
扫，她就扫哪里，从来不拈轻怕重。

“工作不分贵贱，岗位不分大小，
干什么都要踏踏实实的，干就得干最
好！”石淑敏是这样做的，也这样教育
3个子女。

马希军高中毕业后，也干上了环
卫工作。他不是抡扫帚，是挥着铁锨清
运垃圾，每天跑10多个清运点。第一次
干活，他捂着鼻子，忍着腥臭装卸，午
饭都吃不下去，一天下来头昏脑涨。到
了家，他嫌弃地把脏衣服丢在门口，洗
澡恨不能把自己搓掉一层皮。

“当时年轻气盛，正是谈对象的
年纪，觉得干环卫不光彩，好几次想
过放弃。”马希军说，刚开始上班，最
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不好好上学就
去扫大街”。

石淑敏看出了马希军的心思，就
劝他，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平凡
的岗位，也能闯出大天地。“直到有一
次，我清理完大街上的垃圾，回头一
看，整条街道干净整洁，心里顿时涌出
一丝成就感。”他告诉记者，母亲说的
那种自豪感，真的可以让人忘掉一身
的疲惫。

1994年，马希军正式成为一名垃
圾清运车司机。每次出车，他都会把清
运点上的垃圾仔细地用铁锨铲到车
上，再用扫帚将残留的垃圾清理干净。
离开前还要将车斗里的垃圾盖好，生
怕在转运过程中出现二次遗撒。

2016年，马希军被任命为清运管

理站的副站长。当时，廊坊市正在推广
桶装垃圾直运新模式，他利用节假日
和晚上休息时间加班加点，逐一走访
试点单位、小区和学校，制定出《生活
垃圾桶装直运试点工作方案》，为直运
模式在廊坊全面铺开打下了基础。

4 月 24 日凌晨 4 时，前一天才结
束培训匆匆赶回廊坊的马希军，准时
出现在同事们面前。第一班36辆车排
成长队，他拿着酒精检测棒挨个对驾
驶员检测，并随机抽检车辆灯光、设备
情况。“遛早的、出早车的，说不定从哪
里就冒出来，一定要加倍小心，绝对不
能疏忽大意！”

在年复一年的工作中，马希军练
就了“听设备声音、知清运进度”的本
领，单臂吊车、压缩车等车辆都能熟练
驾驶，很多操作技能在站里无人能及。
而大家敬佩的，不只是他的岗位技能，
还有他在工作中下心思、肯琢磨的那
股劲儿。

几年前，家住花园楼小区的几户
居民要求把垃圾中转站搬走。“学生要
高考，住户意见很大，态度很坚决。”花
园楼垃圾中转站站管员刘立响说，那
天晚上 11 时多，马希军赶了过来，协
调解决。

站在居民的角度，马希军在小区
里转了几圈，感受到夜间转运带来的
问题，可这个站点太重要了，搬走根本
不现实。他经过考虑，向大家承诺：“暂
停夜间清运作业，尽快解决噪声问
题。”大家看他态度诚恳，留下一句“观
后效”就散了。

这让马希军看到了希望。当天，他
就拟定了整改方案，取消夜间清运，同
时将夜间倾倒的生活垃圾分运到群安
街等 4 个中转站，半个月就解决了问
题。住户们看到整改成效，不再坚持搬
走垃圾中转站，还不时给站管员送来
开水和食物，大家处成了好邻居。

2018 年，在检查垃圾中转站时，
马希军被垃圾箱撞到了面部。同事侯
晓辉回忆：“当时他忙着工作没在意，
过了几天我瞧他眼睛红肿出血了，就
建议他赶紧到医院检查，结果被诊断
为左眼视网膜脱落，需要手术治疗。”

因为要到北京检查、预约手术，马
希军先是安排好各项工作，才赶往医
院。“医生说，已过了最佳治疗期，只能
做修复性手术，无法彻底恢复。”可马
希军只调养了 3 天，就赶回单位继续
上班。如今，他的左眼瞳孔变成了白
色，看东西依然模模糊糊。

“干一行，就要爱一行、专一行。”
从清运装卸工到垃圾清运队队长，再
到清运管理站副站长，马希军从没离
开过垃圾清运战线，他已经深深爱上
了环卫工人这个角色。

变迁

从“四大件儿”到“智能范儿”

万家灯火时，“唰、唰、唰”的扫马
路声，冲淡了夜晚的宁静。对于石淑
敏而言，这样的场景存在回忆中，更
不时出现在梦境里。“那时候，我白天
拿着笤帚、簸箕捡拾垃圾，晚上8点钟
开始扫大街，经常是大汗淋漓，累得
腰酸背疼。”

刚干清扫工作的石淑敏，一米五
几的个头，40 来公斤的体重，挥动着
一把 1.5 米长手柄、四五斤重的大扫
帚，特别费力。“我们是晚上扫大街，都
是纯人工，每扫一次，尘土飞扬，看到
我们，大家都躲着走。”

“一把小笤帚、一把大扫帚、一个
簸箕和一辆手推车，靠着这环卫‘四大
件儿’，我一干就是整整 15 年。”石淑
敏感慨道，在“四大件儿”的陪伴下，她
走在街头巷尾，见过点点繁星，也看过
微微晨光，“一把扫帚扫天下”是工作
的真实写照。

“从刚工作时17个人扛着扫帚扫
大街，到今天 2000 多人的机械化清

扫，变化之快我想都不敢想。”石淑敏
退休后闲不住，义务清扫道路 20 多
年，一直坚持到现在。她经常站在路
边，看清扫车在马路上扫出的痕迹，那
是她最喜欢的风景。她说：“吃过当时
的苦，才知道如今的甜。”

如今的甜，马希军的感受最真实。
工作以来，他倡议和推动清运站收运
模式改革和垃圾中转站改造提升，主
城区垃圾中转站以压缩收集箱取代了
地埋式、行车式等传统收集设备。“从
原来的纯人力到拖拉机、翻斗车、扫地
车，再到智慧环卫平台，大大提升了垃
圾收集处理的效率和水平。”

环卫行业人员多、事情杂、任务
重，丝毫马虎不得。4月24日凌晨4时
30分，“兼职司机”侯晓辉开着皮卡车，
载着马希军和记者穿梭于大街小巷，
检查垃圾中转站及设备运行情况。

“我们承担着市区87座垃圾中转
站、211 个垃圾收集大箱、202 个直运
服务单位以及3个垃圾定时收集点的
生活垃圾日常清运工作，每天清运
700多吨，必须做到生活垃圾‘日产日
清’。”马希军说。

6时27分，在花园楼垃圾中转站，
3 辆垃圾清运车排着队，依次把垃圾
送入压缩箱。马希军介绍：“这是移动
式垃圾压缩中转站，一天能压缩10多
吨垃圾，再送去焚烧发电，噪音低，还
环保。”

拍拍压缩箱，马希军就知道快满
了——这是他从箱体震动的情况判断
出的。果然，“箱内已满”的指示灯很快
亮起，单臂吊车迅速就位，准确地将挂
钩挂上压缩箱。伴随几声机械声响，压
缩箱稳稳地落在车上，准备下一步的
运输和处理。

花园楼垃圾中转站、城市旺点垃
圾中转站、春阳路垃圾中转站……马
希军边检查边介绍廊坊市垃圾清运行
业的变迁。“1996年有了地埋式、行车
式垃圾中转站，2013年大规模推广压
缩式垃圾中转站，2017年启用环卫智
慧管控平台，现在每天都用微信工作
群指挥调度。”

“某某车辆行驶超速，队长及时
提醒降速”“某某小区门口垃圾未清
运，队长及时安排”……8 时 22 分，马
希军手机里的“清运站安全检查群”

“清运站业务检查群”接连弹出信息，
并附上了位置信息和现场图片。半个
小时后，群里人员反馈信息：“问题已
处理完毕。”

回到办公室，马希军打开环卫智
慧管控平台，点击查看某辆车，油耗数
据、当前位置等信息立即显示出来。

“我们通过这个平台实时监控清运作
业，快速对偶发事件实时调度，这就是
科技的力量。”

安全问题，马希军始终挂在心上。
他坚持“预防为主，安全第一”的原则，
全天穿梭于各垃圾收集站点巡回检
查，并定期开展安全教育日活动，推动
垃圾清理安全高效运转。

在同事们眼中，马希军身上的工
作服或挂满灰尘、或一身油渍，但胸前
的党徽始终闪闪发光。他的办公室里，
灯光经常从晚上亮到凌晨。“近几年，
随着城市建设发展的步伐加快，垃圾
清运的任务越来越重，我作为党员更
得往前冲。”

由于平时工作忙，马希军很少陪
伴家人，去年还忘了给母亲过生日。谁
知，母亲自己打车来单位看他，还带了
他最喜欢吃的炖牛肉。“他忙，不能回
去看我，我就来看他！”母亲的话让马
希军当场落泪。

时光匆匆。29年时间，马希军从刚
开始不情愿干环卫工作的毛头小子，
成长为如今在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的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环卫精神的传承，
在这对母子之间表现得淋漓尽致。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河北日
报记者刘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