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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晨曦微露到万家灯火，从数九寒冬到三伏酷暑，在重庆的大街小巷，环卫工人们一抹抹“橙色”身影不顾风雨、不畏

辛苦，默默地用汗水创造出洁净优美的城市环境。

10月26日是“环卫工人节”，让我们携起手来，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多一份理解、多一份支持、多一份关爱，尊重

劳动者、关爱环卫工人，为共同维护干净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作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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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上的清漂人
秋日的清晨飘着细雨，风中带着寒

意，江面上尚且船只寥寥，何登琼、李先太
已在岸边整理着身上的救生衣，准备迎接
新一天的工作。

奉节县境内涉及水域清漂面积约
70.62平方公里，受夔门“闸门”效应影响，
是三峡库区重庆段清漂任务最重的区县
之一。

入汛后，上游降水量逐渐增大，随江而
下的漂浮物日渐增多，何登琼夫妇早上6点
就得出船，一直忙到晚上7点才能下船，最
多的时候一天能打捞百来吨漂浮物。

何登琼夫妇原本是当地的一户渔民，

靠捕鱼为生。随着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力
度的加大，他们放下了手中的渔网，转身
成为守护长江的清漂“夫妻档”，一干就是
十多年。

冬季寒风刺骨、夏季酷暑难耐，被水
浸泡过的漂浮物更是格外沉重……清漂
是个极考验体力的活儿。特别是每逢汛
期，工作尤为繁重；但多年来，何登琼夫妇
却从不退缩。

“长江养育了我们，我们该为长江做
点儿什么。”何登琼说，都是从长江里“捞”
东西，但作为渔民打捞的是资源、是为了
生存，而现在作为清漂工人，“捞”的却是

对长江母亲河的真诚回馈，是对未来美好
生活的期盼。

“做清漂虽然辛苦，但是心头踏实又
满足，而且打捞的东西更有价值。”何登琼
说，清漂也能变废为宝。

奉节县通过“打捞—卸载—分拣—转
运—处置”的作业流程，进一步推进漂浮
垃圾的综合利用。其中，木材被分拣出
来，运往再生资源开发厂加工为燃料，其
余的则被运往垃圾焚烧厂进行焚烧发电
处理。

据悉，在市城市管理局、市财政局、市
水利局等部门的支持下，实施三峡水库清

漂能力提升项目，形成了以“机械为主、人
工为辅”和“信息互通、协作互补、联动清
理”的清漂作业模式，作业能力和专业化
水平大幅提升。

“现在随着机械化清漂设备增多、作
业流程创新，我们清漂的效率大大提升，
做起事来特别有干劲，就盼着江水越来越
清。”何登琼望着奔腾的江水，眼中满是期
待。

在这片滚滚长江中，有着无数个何登
琼这样的清漂人的汗水，滴在了甲板上，
融进了长江中，才换来了一江碧水向东
流。

不言苦的疏浚工

清掏这一行，有三难。异常脏臭，常
年淤积的粪便杂物混合，隔着老远就能
闻到异味，更别说堵塞后要下池作业；作
业强度大、时间长，化粪池管道走向不
明、空间受限，徒手作业数个小时才能处
理完毕；危险性强，黑褐色的污泥里埋藏
着千奇百怪的杂物，如被尖锐物件刺出
伤口，很容易造成感染。

“不讨喜的工作总要有人来干。”
江北区环境卫生管理所王达贵说，“这么
美的城市有我一份力，想起就很有成就
感。”他对自己掏粪工人的身份从不避

讳，还很是自豪，并把这种自豪感化作无穷
的力量，投入到城市环卫事业中。

二十余年如一日，王达贵总是早出晚
归、战斗在一线。多年来，他几乎走遍了江
北区的所有化粪池，成为了一名业务能手。

如今，我市化粪池安全在线监管覆盖
面不断扩大，公厕数量增多，清掏工作也逐
步实施市场化运行，化粪池作业安全和粪
渣处理标准体系不断完善，向着智能化、数
字化前进着。

据市环境卫生事务中心相关负责人
介绍，全市有效运行的化粪池安全在线

监测设备10337套。工作人员无需到达
现场，通过管控平台的电子地图就可以
实时掌控可燃气体浓度、报警状态等数
据；“化粪池监管一件事”应用对化粪池
进行建档赋码，将其按人流量、使用频次
等综合情况划分登记标识，明确巡检频
次及管控措施；地下有限空间危险源（化
粪池）管控机器人正式投用，通过传感
器、智能监控平台及移动巡检终端联网，
可实时监测有害易燃易爆气体浓度；融
入大数据智能化概念，加速打造公厕智
能化应用场景，提升如厕舒适度的同时，

提高了保洁的效率与质量。
“现在要想把工作做好，仅靠一把力气是

不行的，更需要学习数字化、掌握智能技术。”
为了让自己思想不掉队、知识不过时、工作不
延误，王达贵白天把抢险现场当实践课堂、晚
上把办公室作为自学课堂，积极学习电脑办
公、设备操作，非“打破砂锅问到底”不可。

在平凡岗位上任劳任怨，王达贵随时保
持较高的安全警惕意识，定期检查现场，带
领大家开展模拟演练，遇到紧急情况依旧冲
锋在前，生动展现了一名环卫人爱岗敬业的
新形象、新风采。

垃圾分类先行者

“您这一袋把椰子壳拿出来，剩下的
都是厨余垃圾，另一袋全部属于其他垃
圾。”在高新区九龙西苑小区的生活垃圾
分类投放厢房前，分类指导员杨秀兴正仔

细引导居民垃圾分类。“如果记不
住，可以关注‘重庆市垃圾分

类’微信公众号，选择
菜单栏‘微课

堂 ’，

里面有很多垃圾分类小视频，教大家对垃
圾进行分类。”杨秀兴说。

每天清晨七点半，杨秀兴总是准时出
现在这里，守好垃圾分类的“第一道岗”。
早高峰后，她还要开展敲门行动，向在家
居民宣传垃圾分类知识，发放垃圾分类宣
传资料。她佩戴红袖章的身影，早已成为
小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垃圾分类这个事，需要讲解、劝说、
引导和督导，工作到位了，小区大部分的

居民还是能做到的，个别居民在
潜移默化中也会

慢慢转变意识。”杨秀兴说，万事开头难，
现在居民参与积极性都挺高，接下来贵在
坚持。

为了持续深入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杨
秀兴坚持每天了解新情况，学习新知识，
她说坚持学习才能心里有底，自己清楚才
能给别人讲清楚。

这样以身作则、全力投入的不只是杨
秀兴，目前全市垃圾分类指导员达1.9万
余人，他们都在自己的岗位上积极献力。

郭斌是重庆环卫集团固废运输公司
的维修工，长期从事这一行的他专业素养

高，且善思考、敢创新，是环卫运输产业高
速发展的见证者，也是垃圾分类的践行
者。为了有效防止垃圾装卸过程中发生
二次污染，他在环卫车辆上开展技术小革
新，创新增加了一套接油盘和集油箱，不
但减少了二次污染、也更利于油污清洗。

在千千万万像杨秀兴、郭斌这样的
分类指导员及环卫工人的推动、助力
下，我市垃圾分类工作推进有力、成效
明显，连续 5年位居西部前列。今年 5
月，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分
类体验日”启动仪式在重庆举行，体现
了住房城乡建设部对我市垃圾分类工
作的关心和肯定。

张锋 詹米璐
图片由市环境卫生事务中心提供

晨光中的美容师

清扫保洁

长江清漂

垃圾分类指导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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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社会营造尊重
关爱环卫工人的良好氛围

据统计，当前我市有一线环卫工人8.37万
人（其中，中心城区3万人），负责全市3亿平方
米公共区域清扫保洁，2.5万吨/日生活垃圾清
运处置，1.5万余座城镇公厕管理维护。

“感谢环卫工人为城市所付出的努力，同
时，城市管理、财政、工会等相关职能部门也心
系环卫工人，通过传温暖、提技能、送服务等实
打实、心贴心的关爱举措，全力解决他们的后
顾之忧，努力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关爱环卫工
人的良好氛围。”市环境卫生事务中心相关负
责人表示。

为有效减轻环卫工人劳动作业强度、提高
环境卫生作业服务质量效率，我市不断提高机
械化作业水平，增加机扫、洒水等作业频次，中
心城区道路机械化作业率达到95%，全市水域
清漂作业配备的机械化清漂船舶达到72艘。

同时，多管齐下开展关爱活动，强化人文
关怀。严格落实高温天气环卫作业规定，灵
活调整环卫工人作业时间；开展作业人员防
暑防汛、中暑急救、安全作业等知识教育 211
次，提高管理人员、机具设备操作人员安全意
识；281个“劳动者港湾”、1499个爱心驿站向
环卫工人开放；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和环
卫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宣传，积极引导广大市
民朋友主动关心环卫工人群体，尊重环卫工
人劳动成果。

此外，多途径开展帮扶行动，解决环卫工
人实际困难。坚持“冬送温暖，夏送清凉”和重
大节日慰问制度；2018年至今，为3055名困难
环卫工人发放爱心基金449.4万元，为2万人
次环卫工人免费体检；举办“城市因你而美、新
华伴你而行”关爱环卫工人公益活动，免费为
重庆中心城区2.45万名环卫工人购买人身意
外伤害保险。

城市管理

公厕保洁

晨曦微露的凌晨五点，当城市仍沉
浸在梦乡之中，陈绿群已悄然踏上街头，
开启了她繁忙的一天。风吹叶落、积水
与废弃物交织，她一丝不苟，持续高强度
的清扫作业、擦拭护栏和垃圾桶等环卫
工作。

“我们环卫工作每天都是重复循环，
不讲高大上，要的是脚踏实地、勤劳肯
干。”陈绿群从事环卫工作长达22年，一直
在一线进行清扫、冲洗作业，在平凡的工
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用一把扫
帚书写无怨无悔的“马路情缘”。

“我们虽然干着平凡、不起眼的事情，

但为城市环境、为自己的家园梳妆打扮是
值得骄傲的！”在陈绿群眼中，每一条马路
都是待绘的空白，而干净整洁的街道，则
是她用辛勤劳动换来的最美风景。

今年7月洪峰过境，江北城三洞桥等
沿江区域的清淤工作繁重，陈绿群主动报
名，顶着烈日投入到清淤工作中。

当时同样奋战在清淤工作中的，还有
田炼。身为机械作业班班长，田炼经验丰
富、技能多样，扫地车、高压冲洗车、洒水
车、护栏清洗车等机械操作熟练。因此，
除了日常的扫地、洒水、冲洗作业，他偶尔
也会接到一些紧急任务。

根据管理系统后台的调度，田炼是哪
里需要就跑哪里，第一时间奔赴清淤现
场，采用“人工+机械”相结合的作业模式，
累计清除泥沙约150吨。

“以前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做环卫工，
但如今很多时候都会为这份工作感到自
豪。”田炼说，“每次看见清扫干净的路面，
就会充满成就感和满足感，这是以前的工
作都没有感受到的。”

如今，我市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
治理新路子，三级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
中心建设提速。在市城市管理局领导下，
市环境卫生事务中心不断创新，通过数智

赋能提升环卫作业质效，也让陈绿群及田
炼们的工作更加智慧化、精细化。

比如通过重庆环境卫生“随手拍”平
台反映的暴露垃圾、卫生死角等线索，陈
绿群可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解决问题；通过
车辆位置云平台，田炼可以直接查看作业
耗费的油料情况及异常油量损耗，并使用
驾驶安全辅助、按键触发紧急事件上报等
功能，作业更可控、更安全。

日升日落，环卫工人们劳作的身影
未曾停歇。“习惯了就不觉得辛苦。只要
我还干得动，就会一直坚持下去。”陈绿
群笑道。

城市美容师城市美容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