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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2017年，中原区站位发展大局，明晰了打造以郑州中央文化区（CCD）为引领的国家中心城市产城融合示范区的功能定位，
提出了生态中原、文化中原、活力中原、幸福中原“四个中原”的发展目标导向。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切实增强文化软实力、
弘扬社会正能量，推进“文化中原”建设，《郑州晚报·中原时报》开辟专栏，报道辖区各类文化内容、正能量
人物或事件，讲述中原好故事，传递中原好声音，为中原更加出彩摇旗呐喊、鼓劲助威。

他是有着24年经验的城市美容师
治理道路扬尘自有一套办法

岳明杰：环卫工作永远在路上

2017 年，中原区提出
“四个中原”建设，“生态中原”
排在第一位。随着国家对生
态环境的日益重视和群众对
优美环境的日益向往，环境卫
生工作显得愈发重要。

今年43岁的岳明杰是中
原区环境卫生管理队副队长，
1994年加入环卫行业，至今
已有24个年头。这24年里，
在一个以辛苦著称的行业里，
岳明杰付出的艰辛可想而知。
记者 张改华 文/图

1994年，时年 19岁的岳明杰毕业
后，进入中原区环卫局（中原区城管局
前身），被分配到酒沟垃圾厂。岳明杰
说：“当时年轻，谁不想去干些轻松的
活儿呢？但想着既然来了就去试试，
看自己到底能不能胜任这份工作，能不
能干好。”

带着这样的心情，岳明杰开始了在
垃圾厂上班的日子。凌晨三四点上班，
岳明杰就凌晨两点起床，每天骑自行车
一个多小时奔到工作地点，开始忙活。

在这里扎扎实实干了半年之后，属
填埋场的酒沟垃圾厂负荷已满，需要关
闭，岳明杰被分流到了当时的环卫监察

队，负责收取城中村的垃圾处置费。
2001年，中原区行政执法局成立后，岳
明杰在市容科工作。2003年，岳明杰来
到中原区环境卫生管理队，这一干是
15年。

岳明杰来到中原区环境卫生管理
队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扫大街。“当时年
轻，觉得扫大街不好意思，总怕被别人
看到，就戴着帽子和口罩，把脸遮得
严严实实的。”岳明杰有些不好意思
地说，现在想起来，这些经历都是宝
贵的财富，正是因为有了在一线扎实
的工作经历，才让他在调度、检查日
常工作时，能做到心里有数、有条不

紊。也正是在一线的工作经历，让岳
明杰看到了自己清扫过的干干净净
的马路，让岳明杰和环卫工人打成了
一片，真切地感受到了工作带来的自
豪感和荣誉感。

河南省劳模郭二花是中原区老一
代的环卫工，岳明杰在工作中遇到不懂
的就去问她。“当时郭师傅跟我说了很
多环卫工作的意义，她还说‘你一定会
干好，也一定要干好’。”岳明杰说，朴实
的老环卫工们对他的帮助很大，他也一
直记着郭师傅的话，时刻提醒自己身上
担负着的是中原区的脸面，责任重大，
不敢有丝毫懈怠。

“2006年之前，清扫工具比较简陋，
扫帚都是我们自己扎的，保洁斗也都是
自己用废弃的编织袋做。”2006年，中原
区购进了两台机械化扫路车。2009年，
机械化清扫在全市铺开，中原区开始大
批量购进清扫车、洒水车等。也就是从
这一年起，中原区的机械化清扫率开始
年年攀升。截至目前，机械化清扫率已
达90%。

“当时的扫路车都是我先学会，
开着上路清扫一阵子，摸清楚规律
之后交给司机。”岳明杰说，自郑州
市打响了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以
来，AQI、PM2.5、PM10等“高大上”的
术语开始普及，“坚决遏制道路，共
同守卫天空蓝”成为环卫工人神圣
而艰巨的任务。从此，岳明杰更加

忙碌了，每天晚上都是忙到 10 点左
右才下班。

道路扬尘治理是个技术活儿。机
械化清扫率提高后，岳明杰便琢磨着将
人工清扫和机械清扫结合起来，建立
“大环卫，一体化”作业模式，每天安排
环卫工人对绿化带内的废弃物进行捡
拾，每半月利用雾炮车、高压冲洗车对
绿化带冲洗一次，每周对交通护栏进行
擦洗，最大程度清理道路及两侧附属物
附着的尘土，实现道路可视范围内的
“绿、靓、净、美”。

“路面浮尘不超过 10克”是今年郑
州市对支路背街整治下达的硬性目
标。面对新的挑战，岳明杰天天跟班
作业，现场观察道路清扫冲洗效果，逐
条道路进行积尘称重，并结合道路机

扫的效果适时调整作业频次、冲洗角
度、冲洗压力，制定支路背街环境卫生
整治目标，琢磨出一整套切实可行的
支路背街“洒、洗、冲、擦”四维联动清扫
流程。

这些工作方法效果显著，省、市领
导多次到中原区调研道路扬尘治理工
作，对中原区机械清扫作业流程和“深
度保洁、以克论净”标准贯彻落实给予
高度肯定。

环卫工作永远在路上。中原区环
境卫生管理队现有职工2797人，装备各
类道路洗扫（冲洗）车148辆。作为这支
庞大的环境卫生专业队伍的领军人，岳
明杰深知自己重任在肩。“我们一定会
更加努力，给中原区老百姓营造一个干
净、整洁的出行环境。”

绿城典当商俗、中原区村名传说……

在这些非遗项目里
寻找老郑州的感觉

历史悠久的绿城典当商俗
市级项目：《绿城典当商俗》
传承人：赵洪侠

郑州绿城典当行在河南省，特别在
郑州是恢复较早、影响较大的典当行，
它传承了传统典当行业的商业习俗，传
承了河南有名的公茂典、同茂典、正大
典的习俗。

绿城典当行传承了南北朝新野人
庾诜的经营习俗，呈现出典当习俗与其
他行业不同的风采和特色，其典当组
织、典当群体、典当设施及工具具有阶
段性、多元性、局限性等特性。

绿城典当行不仅传承了我国和中
原典当民俗的基本内容，而且对典当行
业经营方式的理论研究进行了梳理、整
合，发挥了典当行业的服务功能，形成
了小、灵、快、专的典当经营特点，活跃
了市场、服务了群众。

想知道西郊村名咋来的？
看《中原区村名的传说》
市级项目：《中原区村名的传说》
传承人：郭桂兰

《中原区村名的传说》表现的是郑
州西郊村名的历史渊源。这些村名的
来历或因图腾崇拜而起，如卧龙岗；或
因宗教而得，如三官庙、洛达庙、府君
庙；也有的是因为处在历史拐点上，由
此演绎出当年金戈铁马、虎跃龙骧的景
象，如后仓、须水、马庄、五龙口；更有
赵匡胤登基前的传说，如十里铺、董寨
和大庄、卢村河和后河卢、郑湾。

这些村名的传说扎根民间，时间跨
度大，地方特色鲜明，是村民的集体记
忆，具有珍贵的民间文学价值和移民学、
民俗学价值。《中原区村名的传说》有的
反映出村名的来源，有的反映出村民的
迁徙过程，对研究明清时期郑州村庄形
成具有重要价值，填补了郑州地方历史
空白。同时，还对研究郑州西郊民间所
蕴藏的深厚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文化中原之出彩中原人 文化中原之走近非遗

来到卫生队第一件事，就是去扫大街

治理道路扬尘，他琢磨出一套办法

栩栩如生的彩灯
区级项目：《彩灯制作技艺》
传承人：刘延辉

彩灯，顾名思义有颜色的灯，又名
花灯，是我国民间流行的传统综合性工
艺品。

刘延辉制作彩灯的工艺较为复杂，
花费时间较长。他做的彩灯造型精美，
有一米见方大小，用 60瓦灯泡的热能
来催动转盘，使彩灯每一面上的画面都
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岳明杰

岳明杰在清扫马路（右）

记者 张改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