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5月1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林莉 美术编辑：余永春 校对：戴小玲 23 版

深圳报道

深圳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深圳宝安区环保水务工程事务中心李文哲：

奋战在水环境治理的最前线
■全媒体记者 马大为 梁鸿国 通讯员 吴千

从2003年入职深圳宝安区宝山园管

理处，到如今担任中层管理人员，赵紫纪

在平凡而重要的岗位上一干就是 16 年，

勤勤恳恳、任怨任劳，将最好的青春年华

奉献给了日复一日、枯燥繁琐甚至在外人

看来阴森恐怖的殡葬事业，做好人生最后

一站服务，始终不忘“让故人安息、让生者

慰藉”的工作初心，累计接待服务群众

10000多人次，客户对她的服务满意度始

终保持在100%。

在 16 年的殡葬工作中，赵紫纪经历

了亲友对她工作的不理解、不支持，到亲

友、大众普遍接受文明殡葬、摒弃丧葬陋

习的转变；也见证了宝山园从蹒跚起步，

到成为全国首家生态式、园林式、花园式

主题墓园的跨越发展。

多年来，赵紫纪以高度工作热情日复

一日地跟逝者的遗体打交道，并且以女性

特有的爱心和耐性安慰家属的悲恸之

心。2003年，她的身份还是劳务工，月工

资仅有500元，而宝山园也处于刚起步阶

段，业务人员不足，科班出身工作人员更

是少之又少，业务繁忙时，她整天要在两

个墓区之间来回奔波，晚上还要轮流到墓

区巡查，逢年过节也要坚守岗位。

几年下来，跟她一同入职宝山园的其

他校友，不管男女都没有坚持下来，先后

更换了工作，而这位重庆姑娘坚持下来

了。赵紫纪说，她已经将殡葬事业作为终

身事业，并且将个人的发展与宝山园的事

业融为一体。

面对客户，她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

对于特殊情况，也尽最大努力配合，有时

凌晨从客户手中接过骨灰盒并连夜安

放。对于亲人和逝去的亲属，她深感愧

疚，因为16年来的清明和重阳时节，她都

是在宝山园一线为群众服务，无法亲自和

家人一道去纪念离世的亲属，只能拜托亲

人捎上哀思。

自殡葬工作改革以来，涉及到成千上

万个本地墓穴的集中迁移任务，阻挠力量

大，工作难度高。特别是在宝安区开展殡

葬改革攻坚期的 2004 年至 2005 年，赵紫

纪从销售部岗位抽调到殡葬改革专项工

作组，先是负责宣传劝导工作，忍受着部

分群众的辱骂和无理取闹，向他们一遍又

一遍地讲解殡葬政策法规和普及自然科

学知识，耐心做通家属的思想工作，转变

大众的思想观念。

由于人手有限且受过专门的培训，她

主动承担起了收敛遗体骸骨的工作，这可

是很多老同事、男职工都会承受巨大心理

压力的活儿，有些没有彻底消解的遗体散

发出的恶臭让人反胃呕吐。出自于对殡

葬事业的热爱，对逝者灵魂的尊重，对家

属激动情绪的理解，赵紫纪始终以负责的

态度和专业的知识来处理每一副骸骨，尽

最大努力去争取群众对殡葬改革工作的

理解和支持。那段时间，赵紫纪一直奋战

在最前线，一个接一个墓穴进行处理，忙

碌到没有功夫摘下口罩来换换气。

据统计，赵紫纪入职16年来，接听了

不计其数的群众咨询电话，接待来访群众

10000 多人次，累计销售墓位 1000 多个，

先后为70多个符合政策的困难群众成功

申请了减免优惠。此外，她本人也多次获

得宝山园管理处“优秀员工”和宝安区民

政系统“先进工作者”、“优秀劳务工”等荣

誉称号。

李文哲将水环境治理作为毕生志业，

这位常年头戴安全帽、脚穿户外鞋，风里

雨里，泥里水里，奔波在水环境治理工地

上的清华博士说：“在宝安水环境治理工

作中，我找到了最适合的人生舞台，体会

到了最宝贵的人生价值。我将不遗余力

地把自己全部的工作热情、心血智慧贡献

给我最喜爱的水环境治理事业。”

2015年1月，李文哲从清华大学水利

系博士毕业后，留在北京国家电力投资集

团工作，一年后成为重庆片区项目经理。

2016年底，在中关村一处墙上，他看到“治

理黑臭水体、建设海绵城市”的标语时感

到十分兴奋，“这项关系人民生活健康、被

纳入中央战略决策的事业深深地吸引了

我。”

“在北京央企过朝九晚五、安稳舒适

的生活并不是我的理想，如何运用所学的

专业知识为山更青、水更秀做贡献，才是

我曾立志为之奋斗的舞台。”李文哲坦言，

刚好那段时间，他从媒体上了解到，深圳

对水环境治理特别重视，就下定决心，“到

深圳，到水环境治理的最前线去”。

李文哲目前就职于深圳宝安区环保

水务工程事务中心，参与茅洲河流域水环

境整治，负责沙井河、万丰河综合整治和

茅洲河片区泵站、水闸改造工作。2017年

9 月起，他投入茅洲河流域综合整治项

目。沙井河是茅洲河最大支流，沿河为工

业聚集区，排污口众多，水体乌黑，水质重

度黑臭，人们路过无不掩鼻。其污染程

度、污染来源，在茅洲河流域中最为严重

和复杂，被称为茅洲河流域最难治理的河

流。为治理沙井河，他扎根现场排查污染

源，带领相关单位先后 20 多次全程排查

沙井河，全长6.06公里的河道，一查就是

一整天。

“沙井河92个排放口，我了如指掌。”

雨水管混接污水是污水入河的主要症

结。为彻底解决污水入河问题，他不漏一

口一米地进行排查，从不放过任何可疑之

处，哪怕是间歇性的排污也逃不过他的法

眼。白天下工地查找污染源，晚上开会研

究解决方案。经过 300 多个日夜的不懈

奋斗，沙井河除完成原设计的 65 个排污

口整治外，又对新发现的15个排污口和1

处过河管渗漏进行了整治，污水入河问题

得到有效解决。

上寮河入汇岗头调节池后连接沙井

河和排涝河，其水质好坏直接影响下游两

条重要河流。上寮河下游段暗涵清淤时，

上级要求60天内要完成1.6公里2.3万平

方米的淤泥清除，工期紧、任务重，且暗涵

清淤具有一定危险性。

李文哲接受这一紧急任务后，迅速研

究落实治理方案。暗涵清淤需要在高污

染密闭空间作业，存在安全风险。为确保

项目安全推进，他在研究落实治理方案的

同时，坚持每天到工地检查箱涵通风和箱

涵施工人员安全情况，经常一身污泥，半

夜回家。母亲心疼地问：“不是有施工单

位吗？怎么还亲自干？”李文哲哈哈大笑：

“带头方可带领，身体力行才能增长见

识。”连续 2 个多月不分日夜，连续奋斗，

争分夺秒，上寮河暗涵清淤工程安全按期

完工。

李文哲介绍，暗涵治理是一道全国性

的难题，但不完成暗涵治理，河流就无法

实现长治久清。为了解决暗涵黑臭难题，

他曾带领勘察单位利用三维激光扫描技

术下暗涵排查排污口，联合相关单位梳理

片区管网，翻开每一个沿途井盖进行污水

溯源，整治错接乱接现象。“我们正在攻克

暗涵治理难题的征途上稳步前行，争取使

之成为全国治污攻坚范例。”李文哲说。

深圳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深圳市宝安区宝山园管理处墓地管理员赵紫纪：

初心不改守墓人
■全媒体记者 马大为 梁鸿国 通讯员 吴千

■李文哲 曹基华/摄

■赵紫纪在翻阅材料 钟新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