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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现场

凌晨

3

点多钟起床上班 夜晚近

10

点下班回家

环卫工人王老汉

坚守马路美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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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 （记者 张勇）

10

月

19

日夜

晚

8

时许，羊山新区灯火通明，落叶在秋风

中打着转飘落在路面上， 环卫工人王老汉

穿着黄马褂和老伴忙不迭地清扫落叶和路

面的杂物、灰尘。刚拢在一起的落叶被风一

吹又散开了，王老汉赶忙放下扫帚，用双手

把树叶归拢一起，再用手使劲压压。

“现在创卫抓得紧，我和老伴每天凌晨

3

点多就起床了，上路打扫卫生。 一天要清

扫四次，晚上常常是近

10

点才回家，很辛

苦。 ”王老汉对记者说。

记者了解到， 王老汉负责的卫生区域

是二十四大街和新五大道交叉口往西至建

业小区路段。 “我所负责清扫的区域，按照

分配，属于一个半人干的活，每月

1500

元

钱，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让老伴也来了，

她只算半个人，每月

500

元钱。”王老汉说。

工作的艰辛、工资的多少，王老汉到没

有太多的怨言。唯一让他感到苦恼的是，区

域卫生清扫和清运是分开来做的， 也就是

他和老伴只负责清扫，有其他人负责清运。

“我和老伴夜晚把路上的落叶和灰尘清扫

好，归拢在路边，然后回家。早上，其他工人

再来清运时，落叶和垃圾又被风吹散了，我

又得重新打扫，加大了工作量。 ”

王老汉说，如果将清扫清运一气呵成，

垃圾及时装进垃圾车里运走， 不仅做到了

保持路面干净，而且减轻了工作量。他希望

有关部门细化环卫工作程序， 最大限度做

到工作分配的合理化。

图为王老汉的老伴在路灯下清扫落叶。 本报记者 张 勇 摄

让朱鹮飞得更高更远

“人与朱鹮和谐共存的地区环境建设项目”宣传活动在我市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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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 （见习记者 李亚云 实习

生 黄文倩）“朱鹮是当今世上最濒危的涉

禽， 也是世界濒危鸟类保护的旗舰物种，

有‘鸟中大熊猫’之称，又被誉为‘东方宝

石’。 ” 昨日下午

3

时许， 国家林业局与

JICA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合办的“人与朱

鹮和谐共存的地区环境建设项目”宣传活

动在信阳师范学院举行，来自日本的环境

教育专家平野贵宽和河南董寨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工程师黄治学为参与本

次活动的人员上了生动的一课。 不少与会

人员表示自己在这短短的一个小时内，增

加了对朱鹮的了解，并树立起了保护珍稀

动植物的理念。

宣传活动刚开始，出现在幻灯片上的

一群白色的精灵便吸引了众人的目光：红

似关公的脸颊、洁白如雪的羽毛、朱红色

的尾羽，一个个朱鹮或展翅高飞，或停落

栖息，或水畔嬉戏，它们美丽优雅的姿态

让现场所有人“大饱眼福”。 欣赏完朱鹮的

美丽姿态，黄治学为大家详细讲解了与朱

鹮有关的知识，让大家对朱鹮有了更深刻

的认识。 “

8

月

12

日，在罗山县董寨，

26

只

朱鹮陆续被放飞。 董寨自然保护区是全国

7

处朱鹮人工繁育基地之一，

8

年来人工

繁育朱鹮

120

多只。 ”黄治学告诉大家，朱

鹮对生存环境的要求极为苛刻， 水污染、

扬尘、噪音等都会对朱鹮产生不良影响。

“没想到如此珍贵的朱鹮就在信阳，

在我们身边。 朱鹮如此珍贵而娇弱，我们

更应该细心呵护它。 每个人都应尽自己所

能，为这些珍稀动植物创造一个好的生存

环境， 因为他们都是不可或缺的宝贵资

源。 ”在节目最后的互动环节，参与活动的

学生代表如是说。

据了解“人与朱鹮和谐共存的地区环

境建设项目” 是

2010

年我国国家林业局

国际合作司和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中国事

务所共同签署的， 此项目旨在探索在分

布区域确保朱鹮生存需要与社会发展的

相互和谐、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及可持续

发展， 完善人与朱鹮和谐共存的环境 ，

扩大人与朱鹮和谐共存的地域 。 项目

实施地点设在野生朱鹮的原产地陕西

省洋县 ， 朱鹮野化放飞地陕西省宁陕

县 和 朱 鹮 拟 野 化 放 飞 地 河 南 省 罗 山

县 。 项目将不断完善项目地的自然环

境和社会环境信息 ； 通过实施朱鹮的

野化放飞和监测， 完善野化放飞技术，建

立野化放飞体系并促进种群增长。 同时，

通过在项目区开展相关环境建设，建立具

有示范意义的社区参与型保护模式；通过

开展环境教育和培训，提高保护者和当地

社区公众的意识。

图为朱鹮放飞现场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