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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记者在位于南津街街道
白塔村菜坝的重庆市合川排水有
限公司看到，在绿树与草坪间，一
台台污水处理设备紧张有序地运
转，一处处污水处理设施处理着从
合川城区输送而来的生活污水，一
位中年男子在污水处理设施、设备
间巡查。在此工作的员工陈恪福
告诉记者，这位中年男子就是重庆
市合川排水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执行董事、经理朱宇，他是一位从
事环境保护相关工作 27 年的“老
兵”。

“作为一名环保人，我要用自
己清澈的爱，潜心治水护三江！”朱
宇告诉记者，1967 年 3 月出身的
他，是土生土长的合川人，1986 年
毕业于重庆第二财贸干部学校，先
在合川供销系统从事财务工作，
1994 年 3 月进入合川自来水公司
工作，从此便与环境保护结下不解
之缘。

“嘉陵江、渠江、涪江养育了
我，我理应回报养育之恩。”朱宇
说，作为合川自来水公司的一名工
作人员，不仅要为广大居民提供清
澈、环保、安全的自来水，而且要带
头保护环境、保护三江水资源。在
自来水公司工作期间，他经常参加
植树、清漂等各种环保公益活动，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保护三江母亲

河。2009年，他从合川自来水公司
调入重庆市合川排水有限公司工
作，任公司副经理，专门从事城市
生活污水处理工作。

“城区生活污水通过多道工序
严格处理后，达到一级 A 类标准才
能排入江中！”据朱宇介绍，重庆
市合川排水有限公司是重庆水务
集团下属的子公司，专门负责合
川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工作，日处
理城市生活污水8.5万吨左右。作

为重庆市合川排水有限公司负责
人，他不光要带领员工做好污水处
理厂各项工作，还要对城南、城北
100 多公里污水管网及 1000 多个
污水窨井井盖进行巡查、维护，一
旦发现管道破损、堵塞等问题，就
及时进行整改维护，在确保管道畅
通的同时，绝不让一滴生活污水流
入江河。

由于工作突出，他先后荣获
系统内双创工作先进个人、生态

环保优秀人才等表彰，同时还通
过专家组评审，作为优秀环保人
才入选合川区“三江英才”计划。
2018 年 12 月，朱宇担任重庆市合
川排水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执
行董事、经理。

“作为公司主要负责人，我必
须率先垂范，靠前战斗。”朱宇告
诉记者，合川是一座三江汇流的
江城，营造了迷人的江城美景，但
也为合川增添了不少防洪压力。
每年夏秋季节，是合川的防洪季，
地处滨江低水位地带的污水管网
经常遭遇洪水考验，为及时清除洪
水造成的污水管网堵塞、窨井盖缺
失等问题，他总是带领员工及时清
淤、维护，洪水消退到哪里，他就带
领员工奋战到哪里，几天几夜不休
息，泥巴裹着裤腿，汗水湿透衣
衫，确保了城区污水管网的畅通
与窨井盖的完好，避免了生活污水
及管道内的洪水泥浆直接排入江
中，他也因此荣获抗洪抢险先进个
人表彰。

朱宇表示，他将始终坚持“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
念，恪守“污水应收尽收、污水处
理持续安全稳定达标排放”的宗
旨，认真履行一位环保人和人大
代表的职责，为江城合川奉献清澈
的爱。

用清澈的爱呵护三江碧水
——记重庆市合川排水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执行董事、经理朱宇

○记者 周云 文/图

春光烂漫，万物复苏。随着天
气转暖，市民也开始迎着东风赏花
踏青。自去年“开往春天的列车”火
遍全网，轨道交通二号线佛图关段
就常有大量游客前来“打卡”，这两
天，游客发现，“开往春天的列车”有
了新景观新气象。

2 月 14 日，重庆日报记者来到
位于佛图关公园的半山崖线步道，
这里是“开往春天的列车”最佳观赏
点，市城市管理局以及渝中区城市
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为我们详解了这
里一年来的变化提升。

距离观赏点不远处，“春天列
车”做成了专门的标牌指引游客，轨

道沿线的美人梅一字排开，花瓣层
层叠叠，美不胜收。“现在美人梅还
只开了一半，景色已经不输去年。2
月下旬进入盛花期，美人梅将更
美！”渝中区城市管理局绿化照明科
科长古维维告诉记者，除了美人梅，
半山崖线步道周边还新栽植了樱
花、紫薇、紫叶李、红叶桃、红枫等开
花或色叶小乔木 3000 余株。“由于
去年才栽植新品种，目前只有零星
的乔木开花，要过段时间才能呈现
出更好效果。”

古维维介绍说，此前园林工作
人员对美人梅等植物进行修剪，补
苗，施肥，确保植物长势良好。

为了让景观不单调，在提升过
程中，工程人员遵从《实施方案图
则》及《坡坎崖绿化美化设计导则》
等指引，加强植物选用指导。“我们
结合自然地理状况、园林绿地植物
应用现状，筛选推荐了适生观花、色
叶、闻香植物品种，丰富了这个区域
的植物层次和色彩季相变化。”古维
维提到。

“我们希望游客不仅是春天有
花赏，而是四季有花赏，每一种花卉
都呈现不同风味。”古维维列了一个
时间表——2 月到 3 月主要看美人
梅，随后垂丝海棠等乔木相继开花，
夏天有紫薇，秋天看红枫层林尽染，

冬天则有蜡梅凌寒独自开。
事实上，“开往春天的列车”是

半山崖线很小的一段景观。“渝中区
城管局对1.5公里长的半山崖线步
道周边环境进行了品质提升，改造
面积约7.5万平方米”古维维称。

“我们总体把握两个改造原
则，建设与管护双管齐下，自然景
观与人文景观相融合。”市城市管
理局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处处长廖
聪全表示，半山崖线步道周边环境
改造于 2021 年 7 月改造完工。“项
目建设过程中我们尊重城市发展
规律，不破坏自然生态，不砍伐移
植大树。”廖聪全解释说，半山崖线
尽量保留了黄葛树、山茶等乡土植
物，它们适宜本地气候，生长速度
又快。黄葛树非常受市民欢迎，夏
季枝叶繁茂，人们可在树下遮阴纳
凉；冬季则落叶透光，弥补了重庆
日照少的遗憾。

“城市景观三分建，七分养，需
要常态化管护。”廖聪全表示，目前
我市正常态化开展景观管护工作，
定期进行植物体检、科学修剪、病虫
害防治、土壤改良，还推进智能灌溉
术，精心养护绿化植被。

记者注意到，半山崖线步道沿
途除了有观赏性极强的自然景观，
浮雕、石板路、古城墙等人文景观也
呈现出来。市民置身步道中，百年
来的城市变迁像放幻灯片般一页页
翻过。
（据2022年2月15日《重庆日报》）

新栽樱花、紫薇、红枫等开花或色叶植物3000余株，今后这里四季有花赏

“开往春天的列车”有了升级版景观
○重庆日报记者 郭晓静 崔曜

周恩来与曹禺是天
津南开学校校友，并在南
开新剧团有共同的戏剧
导师张彭春，但周恩来生
于 1898 年，比曹禺大 12
岁，无缘在南开相识。抗
战时期在重庆，他们却因
话剧而屡有交往。

为《蜕变》说话

抗战爆发后，曹禺针对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
之罪恶行径，早有“血债要用血来还”之心。在随国立
剧校迁往重庆途中，船靠宜昌、万县等沿江码头，曹禺
都是手持铜锣率先上岸，为剧校师生演出抗日街头剧
鸣锣吆喝，为发动群众奋起抗日竭尽心力，绝不后于
人。到剧校开学以后，曹禺与他请来的留学欧美归来
的张骏祥、黄佐临、丹尼等教师谈起希腊悲剧，谈起肖
伯纳、奥尼尔等等，兴趣盎然，十分钦仰。

1940 年，曹禺创作的话剧《蜕变》在重庆演出。剧
中塑造了一位正直无私、愿为民族战争而献身的视察
专员梁公仰。有些评论者就说：民众希望着一个梁专
员的出现，然而要具备梁专员这样的优秀条件的好官，
却还不曾找到。

《蜕变》写的是国统区的事，说在国统区里不可能
有梁专员这样的人物，是不符合实际的。从 1937 年到
1940年，是国共合作较好的时期，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
人士，参加国民党政府工作的，岂止一个视察专员梁公
仰？自周恩来以下，比梁公仰职位高的官员多的是。
何况数以万计的国民党官员中，怎么能说全无好的？
冯玉祥、于右任、范筑先等都是爱国进步的官员，曹禺
敬仰他们誓死抗日的精神。

在《蜕变》的批评声中，周恩来针对梁专员这个人
物曾说过:国民党内若无梁专员这种人，我们在国民党
内就得不到支持者。曹禺希望现实中有梁公仰这样的
官员，力量更强大一些，反映的正是广大人民的希望。
这是我党影响日愈扩大的结果。

《北京人》是反封建的力作

1941年，曹禺的《北京人》问世后，由于剧本描写一
个封建大家庭没落、瓦解的故事，于是有人批评曹禺爱
恋封建社会的道德与感情，低回婉转地不忍割舍。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这出戏中出现了一个猿人的
影子，剧中还有一大段歌颂原始社会生活的话，有人借
此指责曹禺不够进步，指导思想模糊。国民党文宣与
党务系统的张道藩抓住出现的猿人身影做文章，批评
剧本脱离抗战现实。

以上这些评论，进步文艺界和国民党方面的都
有。但是，大家都赞赏曹禺在《北京人》中表现出来的
才华，说剧本中人物性格塑造得好。

1941年10月，《北京人》在重庆抗建堂剧场上演。这部曹禺的新作，由
青年演员耿震、沈扬、赵韫如等挑大梁任主演，他们也十分卖力。于是，形
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批评《北京人》剧本之声不断，一方面看《北京
人》演出的观众很踊跃。

周恩来不惧抗建堂 200 多级石阶高坡，一遍又一遍地观看《北京人》
的演出。他看到了《北京人》具有反对封建主义的深刻内涵和艺术上的
巨大成就。周恩来召集南方局文委的同志对该剧进行认真的讨论后，
让他们在 1942 年 2 月 6 日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北京人〉》一
文。文章说:“抗战期间固然应该多写活生生的英勇战绩和抗战人物，但
也不妨写些暴露旧社会黑暗面的剧本，去惊醒那些被旧社会束缚得喘
不过气来的人物，助之走向太阳，走向光明，走向新生活。”这就回答了
对《北京人》与抗战无关的批评。对于这些来自进步阵营或党员的批评
家，南方局和周恩来不因为他们是“自己人”而护短，劝告他们“收起他
们抗战八股式的批评”。文章就瑞贞和愫芳的出走指出:剧本“虽没有明
确地指出消灭旧制度的具体出路，却已暗示了改造旧社会的新生力量
的所在”。当时，《新华日报》刊登的文章不仅在进步文化人中，就是广
大群众当中也有权威性影响。

《关于〈北京人〉》一文在重庆发表后，拂去了罩在《北京人》上面的尘
土，看《北京人》的观众越来越多。周恩来对《北京人》的关注，深深打动了
编剧曹禺和导演张骏祥。他们两人本有去上海发展小剧场话剧艺术的打
算。这个小剧场像莫斯科小剧院那样，剧校学生把名字都替他们取好了，
称之为黄（佐临）万（家宝）张（骏祥）小剧院。看到重庆有周恩来这样的领
导，他俩改变了主意，坚定地留在重庆抗战剧坛。（未完待续）

（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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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4 日以来，赴外省返
岗复工的农民工陆续乘我
区开通的返岗复工专车离
开合川，图为离合农民工正
在 领 取“ 返 岗 复 工 大 礼
包”。据悉，我区采取“点对
点、一站式”专车护送等多
种举措，积极引导务工人员
安全有序返岗，为返乡农民
工架起了平安返岗复工的

“便利桥”。

记者 甘晓伟 摄

2月14日，佛图关公园，列车从花海里开过。记者 梅耀 摄\视觉重庆

朱宇在巡查污水处理设备

2月15日，时值农历元宵佳节，重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高速公路
一支四大队组织执法人员在合安高速公路隆兴服务区开展“交通执法伴你行，
春节出行平安路”主题宣传活动。执法人员通过向出行的驾驶员递一杯暖心
姜汤、送一个爱心水杯、赠一幅新年台历、戴一只防疫口罩、发一份宣传资
料、送一句节日祝福等形式，叮嘱驾驶员朋友遵守交通法规、一路安全出
行。“这杯姜汤饱含情谊，实在太暖心了，一定把执法人员的嘱咐牢记心中，
安全出行，平安回家。”驾驶员张先生说。

据悉，本次宣传活动共计服务群众150余名，提供姜汤200余杯，赠送宣传资
料、水杯、台历、防疫物资等400余份。本次活动现场其乐融融，展示了交通执法
队伍良好形象，拉近了执法人员与群众之间的距离，获得群众一致好评。

记者 谌永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