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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回老家都觉得深深的遗
憾。

我的老家是城区边上的一个
大村庄，离我上班和居住的地方不
过三公里，尽管离城区并不远，但
感觉城与乡的差距真的很大，城市
里不仅繁荣，还十分洁净，无论是
宽敞的道路还是随风摇曳的绿化
树木，都让人觉得心旷神怡。可
是，走在村子里，主干道两侧要么
是杂乱无章地堆着柴草堆，要么是
到处乱放的建筑垃圾和垃圾袋；次
干道上随处丢弃的破布烂衣、发臭
的瓜果菜蔬，垃圾成堆、污水横流、
蚊虫乱舞。

更让人感到痛心的是那条穿
村而过的小河，昔日清澈见底，流
水潺潺，不仅能洗衣洗菜，机井坏
了的时候，村里的人在河滩上掏一
个窝子，过一会，渗出来的水挑回
家烧水做饭，能够直接饮用。可不

知道什么时候起，河床上、河岸边、
桥底下，布满了一个个、一堆堆的
垃圾袋，随风飘起，又脏又臭。河
道里没有了长流的水，一汪汪透着
铜绿色，泛着恶臭，令人做呕。荒
草萋萋，一副败落的景象。

我问村里人：“为什么总是把
垃圾到处乱放呢？”

村里人笑问：“不扔在外面扔
在哪里？你们城里有垃圾筒，有垃
圾车，有定时扫垃圾的人，咱村里
哪有？爷们，你到城里才住几年，
对村里的事情就不知道了？亏着
你还在政府里工作？”

我对乡亲们的嘲讽无言以
对。乡亲们说得对，这些年，村里
人的生活条件确实是变化很大，道
路修成水泥路，房子也盖得越来越
漂亮，很多人家都装了太阳能热水
器，天天洗个热水澡不再是个奢
望，乡下和城里基本上没有两样。

可确实只有一样是乡下比不过城
里的，就是无处安放的垃圾。垃圾
下乡、垃圾围村不光是我们一个村
这样，几乎每一个村庄都面临着这
一个普遍性问题，曾经山清水秀的
村庄如同一位蓬头垢面的村姑，谁
来为她洗净美丽的容颜？

我们确实对农村环境的改善
缺乏关注，更没有实施切实可行的
措施。

农村与城市的差距也许很多，
但最大的差距莫过于一个小小的
垃圾桶。

但这种情况在2012年9月份
开始，有了巨大的变化，在全市统
一实施的城乡环卫一体化中，我们
村作为首批实施的村庄，在村里的
主干道上安装了大的垃圾箱，在每
一条小巷里都摆放了垃圾桶，还专
门找了村里的几位叔叔婶婶做了
保洁人员，实行每日清扫，镇里的

垃圾清运车每隔一段时间就来把
垃圾桶清理一遍，然后，运往区里
的垃圾填埋场。村里的干部还组
织人把过去乱丢在河边、街头巷尾
的垃圾集中清理了一遍，村庄的容
貌一下子非常利索起来。

同时，改变的还有人的精神面
貌，过去村里人没处扔垃圾，所以，
众人云云我亦云云，坏习惯就是在
潜移默化中形成的。现在扔垃圾
找垃圾箱成了连孩子们都自觉的
一种行为。村支书在喇叭上经常
宣传，使乱扔垃圾的行为越来越少
了。“大家都不乱扔垃圾了，你还好
意思乱扔？就你特殊？”村里人坦
率地给我说。

除了不再乱扔垃圾之外，村里
人还有了悄悄地改变，比如，在原
来堆放垃圾的地方，清理出来之
后，种上了花草。自家破旧的院墙
翻了新，院子里干净利落，一枝枝

鲜花、一树树果实悄悄探出了院
墙，让人心生向往，连我都恨不得
筹钱赶紧把老家的旧房子翻盖了，
回老家住去。小河里的垃圾少了，
尽管依旧断流，但河道里芳草萋
萋，绿树依依，美极了。

尽管，城乡环卫一体化实施时
间不长，也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
特别是如何长效化，如何保证和城
市环卫一样的水平，如何改变村里
人的卫生习惯，如何清除卫生死
角，等等，也是乡亲们比较担心的
问题，也需要认真地解决。但我们
村里人比较乐观，他们说；“只要政
府决心办的好事，只要不断线的
办，哪有办不好的道理？咱老百姓
又不是不明事理的人，为咱办的
事，咱能不自觉？”

清洁的老家和可亲的乡亲，所
展现出的美丽，让我沉醉。

改变 □杨国华

一
曦光微露，或者华灯初上。

谁在美丽枣庄，眺望——
那干净的街道，那整洁的村

庄。那幽静的林荫小路，和花团
锦簇的家园。让羁旅的心，张开
了腾飞的翅膀。就像一枚枚新鲜
的树叶儿，在阳光与晨露中穿
行。

飞鸟乐而忘返，轻风缱绻流
连，花朵蓓蕾初绽，绿草萌芽生
根。每一个走进枣庄的人，都是

幸运的，在广阔而秀美的山川河
流中，重返心灵的故乡。

枣庄，如果你是一枚春风葱
郁的名片，城乡环卫一体化，与
乡村文明行动，就是春天的宏伟
蓝图。在大地上铺展着一幅，绵
延而壮阔的卷帙。谁描画着山光
水色的梦里丹青，谁吟哦着风光
秀丽的诗意田园？

是你，是枣庄的环卫工，是
春天的引路人。用一把扫帚，辛
勤地耕耘着，那一寸寸春意盎然
的土地。让绽放的花朵，爬上了
明媚的枝头；让枯黄的落叶，带

走了时光的阴影。
一座座城市公园，一幢幢生

态小区，一片片园林景观，一簇
簇花坛绿地。我看见你忙碌的背
影，穿梭在郁郁葱葱的草木，和
婉转起伏的鸟鸣之间，仿佛春天
里的写意。

二
净化、硬化、绿化、美化、

亮化的“五化”建设，让城乡环
境，在春风的吹拂中流光溢彩。
一个个绿色或蓝色的垃圾桶，在

大地上耸立，像一个个标点符
号，让匆匆流逝的岁月和脚步，
有了片刻的停留与栖息。

而苍翠欲滴的绿化带，作了
一座城市，盛装的飘带。一棵棵
葳蕤的树木，用枝条垂钓枣庄，
满目的葱茏，满怀的芳菲。让广
袤的土地，成为我们的宜居家
园，和锦绣江南。

碧水蓝天，构筑着枣庄的幸
福指数。城乡环卫，建设着我们
的美丽田园。橘黄的灯盏，拧亮
了城市璀璨的眼睛。让我们看
到，那一朵朵闪烁在大街小巷，

清晨傍晚的光芒。
岁月沧桑，草木枯荣。环卫

工怀抱着，关于春天的旖旎梦
想，在枣庄的城市建设中，挥汗
如雨，浇灌希望。让烂漫的春
色，编织着生命中繁花似锦的旅
途。

那每一棵草每一株树，每
一朵花蕾和露珠，都铭记了你
的辛劳和付出。让青春，为生
活涂抹色彩；用阳光，为岁月
增添温情。如果你是幸福的代
名词，每一个人都会成为春天
的知己。

枣庄的春天（二章） □刘晓凤

曾经的煤炭资源型城市枣
庄，在 390 余万家乡人民心中镌
刻下强烈的“煤城”情结。如
今，在这片广阔大地上，精彩的
环卫建设大剧、高亢的文明创建
音响，撩拨着你的神经，催你去
仔细品评感悟。新一届市委、市
政府以“生态立市”的巨笔，激
活枣庄内蕴的厚重能量，推动着
城市转型升级，书写“幸福新枣
庄”的华章。我们经常看到被不
断刷新的城乡面孔，那些流动于
城乡街巷的环卫使者和义工，用
散发着玫瑰馨香的手，撩开鲁南
煤城的美丽面纱，使其呈现出迷
人的气质。

漫步枣庄，一幅幅震撼人心
的画面，诠释着对环卫事业的美
好感情和热切期盼。那些来自各
行各业的环卫自愿者，有的披着
彩带，端着脸盆，拿着抹布，帮
助清洁橱窗，刷洗城市护栏；有

的是已经退休的老干部老工人，
也常常出现在街头，从家里带来
把叉子、纸篓等清理垃圾，有时
还帮助梳理交通；还有戴着红领
巾、穿着少先队服的小学生，在
路两旁，边哼着 《你是我的小苹
果》，边拔草、捡拾落入草丛的纸
屑；更让人感动的是也有年过古
稀的老人，拄着拐棍，趔趔趄趄
地把地上飘落的纸片，拾起来放
入路旁的垃圾箱……这些零零星
星的音符、点点滴滴的弦音，仿
如“大珠”、“小珠”，落入文明城
市创建的“玉盘”，激起关心、支
持、参与城乡环卫一体化建设的
恢弘交响。

环卫是一首抒情诗，是一支
高音合唱，是一台超模时装秀，
昔日有点“脏旧土”的工业城
市，今天实现华丽转身，变着法
儿的展露风采，一条条城乡大道
整洁通畅，路两旁名花异树，格

外养眼；大小广场、公园、沿河
两岸、城市空间、乡村山岭，呈
立体图画，可以悠闲地听鸟语、
闻花香；小区、公寓、城郊、宅
旁、巷尾的垃圾，作为新能源的
初级材料，实现它美丽的归宿，
昔日扰民的蚊蝇消失的无影无
踪；楼房、民居、大院的墙壁长
满美丽的图案，诚信孝行的古今
故事和格言，熏陶着民众；湖
泊、河流、库塘，蓄满清水，波
光粼粼，有荷花亭亭，有鱼儿戏
游，有红男绿女笑盈；环卫工人
像勤劳的蜜蜂，酿洁净之蜜，润
城乡之容；洒水车轻扬着柔缓的
音乐，水墨枣庄，弥漫着浓浓的
诗情、辞意和韵律美。

生活在优美的环境里，怎不
尽享文明的福祉，沐浴幸福新枣
庄的惠泽？骑着电动车、拿着相
机出门写生，惊奇地发现，雾霾
天跑远了，戴口罩的人少了；衣

着鲜艳的小姑娘，站在路旁的美
人梅、香樟树下留下倩影。忽然
间，广场公园锻炼休闲的男女老幼
多起来，尤其是夏秋季及节假日，
如织的人流涌进公园、广场、山下
空旷路面，孩子们欢快地荡秋千，
年轻的夫妇们并肩漫步花间小径；
那些肌肉饱满、体态丰腴的都加入
健身锻炼的行列。晨曦初露，就远
远传来登山者洪亮的吆喝声。接
着，慢跑，踢毽子，打羽毛球，亦或
练瑜伽、太极拳的，也纷纷活动起
来，迷的太阳从东山下探出红褐的
脸庞；月亮坠入云层，广场舞、健身
操、快步走、自发小型演唱活动，各
自张扬着力量，直把城区渲染的格
外激动。这些欢乐的场景，吸引许
多老年人也不愿蜗居家中，放下
扑克牌或遥控器，出来凑热闹。

在峄城仙坛苑广场上边的小
健身场旁，有一位年近七旬的老
人，天天晚上骑着辆三轮车来休

闲，当同他聊起环境变化时，他
不无感慨地说：“真得感谢上级领
导，创造这么干净卫生的场所，
真是造福百姓啊！你看这路面，
这两旁的花草、树木，鲜亮的照
眼，空气里没了灰尘，在家里憋
闷得慌，出来看看光景，换换新
鲜空气，别提多舒心啦。”

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写过一
首 流 传 千 古 的 诗 《观 书 有 感》
讲：“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
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
源头活水来。”向我们展示了一幅
美丽的自然风光画卷。人人都渴
盼着这样的环境，蓝天、白云、
绿地，澄清的库塘，缓缓的清
流，水天一色，相映成趣，这是
何等的珍贵，是用黄金无法换来
的最宝贵的财富。相信，枣庄的
明天一定会为更多的诗人铺下洁
净的生态之纸，写下绝不逊色于
朱熹诗作的盛世观感！

写在大地上的抒情诗 □马建军

初冬的法桐，开始抖落一身的黄绿的
“羽毛”，准备换上“冬衣”。整个街道到处
是厚厚的落叶，人们不禁为“城市美容师”
的环卫工人们的清扫难度担心起来。

这是今天环卫工李阿姨的第n遍清扫
了。

当我见到她时，天上开始飘起毛毛细
雨，打在身上弥漫着初冬的凉意。她穿着

“城市美容师”特有的橘色工作服，在马路
上特别耀眼。街道北边的路段那些不失时
机掉落的梧桐叶已经被清扫的差不多了，
她微笑且自信地推着改装的清扫车，走在
刚刚扫出的马路上一路走来。

不一会儿，一段红绿灯过后，马路上的
车多了起来，几乎是蜂拥而至。我才发觉，
李阿姨没有戴手套。她双手拿着工具站在
路中间，不时地从车流的空隙中快速清扫
着。

各种车辆争先恐后地疾驰。
“阿姨，等会儿车少点再扫吧！”我紧张

的说。李阿姨动作娴熟，边观察周围的车
辆边急切的说，“不能等。这一等啊，你就
发现车怎么也过不完，耽误了这段路，就总
也扫不干净了。”我恍然大悟。

这个特别的季节，街道因这橘色的
“美”而生辉。

天渐渐暗了下来，雨也越下越大。远
远望去，雨中的街道，最耀眼的还是那一抹
橘色。

那一抹橘色
□静怡

南北山间绿道幽，

东西郊外沙河流。

换乘公交奔高铁，

纵横客路通九州。

人随旋律舞姿美，

鸟向湖心戏水羞。

故地焕发新气象，

老城处处乐悠悠。

当我们还在梦乡时，

外面传来沙沙声；

当我们忙于工作时，

外面橘红色的工作服

在走动；

当我们享用美食时，

他们在忙碌着……

不知几何起，

街道干净了，

城市靓丽了。

垃圾堆消失了，

农村变样了。

啊！可敬的环卫工人！

是他们扫净了

城市的污浊。

是他们清走了

农村的垃圾。

我们能做的是，

为他们喝彩，

为他们鼓劲，

为他们加油！

珍惜他们的劳动成果，

尊重他们，

关心他们！

让我们一起携起手来，

感受这新变化！

留住这最美丽的风景！

秋的记忆 宋 璇 摄

老城新貌
□赵崇稳

新变化
□王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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