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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铁山镇成立了中学。中
学在村北离家不远，我走进了中学课堂，
中学有两栋房子是刚盖的，中学有了美
术课，美术课没有专门的美术老师，是英
语老师代课，美术课老师教画杯子、桌
子、自己对美术课也很喜欢，自己画的作
品，有时受到老师表扬。课程断断续续，
每周一节，忙时就被别的课程挤掉了。我
偏文科，对数学、化学尤不喜欢。
我初中上了三年不到，就升高中了，

因学校是新建的劳动课程很多，除每周
一节劳动课外，学校经常用课间组织学
生平整操场，教室房前屋后打扫卫生，修
学校的路，学校还办了制造肥皂的校办
工厂。冬季教室没有暖气，老师要组织学
生到山上采摘松塔生炉取暖。秋天一般
要组织几次，我借采松塔的机会，观察了
松树，回到教室有时间就画，画松树的基
本功没有。用铅笔画，能有大体模样。学
校空地，也种植蔬菜，花之类，课间有时
也到那里观察，菜垄上的菊花长的好，有
时间问老师怎么画菊花，老师回答我们
教材里没有画菊花课程。
初中的班主任——— 张老师，任语文

课，对语文课抓得很紧，除了课本的，有

时还有穿插古文、散文、诗词类，所以我
对语文诗词有独特的偏爱，记得在一次
上山采松塔时老师作了一首诗，我们围
在老师旁老师读了，同学们听了都很高
兴，回校的路上我自己也作了一首诗，并
附在画松树的图上。
中学就不再是小孩，回到家就要干

些重体力劳动，暑假、秋假到生产队劳
动，生产队会分配较重的活，休息时还要
给社员读报纸。
在家里，担水、推车、菜园翻地、锄草

什么活都干，但最爱干的还是春天给南
园墙边的木瓜树、银杏树、桃树、迎春花
浇水。秋天到东园干活顺便看园北面那
片芦苇塘，芦苇塘有一亩多地，每年芦苇
长得很茂盛，塘边也有很多树木。栖息着
各种鸟，中间水很深，里面有水鼠，平时
水鼠跑到岸上，见人来它钻到水里，使我
产生了画它的兴趣，直到现在仍然怀念
南园的木瓜树、银杏树，东园的那片芦苇
塘。
初中三年很快，不知不觉时光就过

去了。
1969年初中毕业，就地升了高中。

任课的老师多少有些调整，课程添加了
英语。学校对文化课的学习，抓得仍然很
紧，语文、数学、物理、化学、英语，主要课
程经常考试。
除在课堂学习，回到家里，很少有时

间做作业，家里农活很多，干完这活，还

有那活，作业有时完不成，不会的更没有
人问，物理、英语有时考试成绩不好。所
以，对不会的问题只能在学校，课间问老
师、同学，想法在学校解决，通过努力，期
末考试成绩较好，作文有时在班里受到
老师表扬。
在高中，对德育、知育、体育各个方

面要求全面发展，自己当然不甘心落后，
高中我是班里排球运动员，劳动课也多，
最记忆犹新的还是，县教育局给学校拨

发的桌椅。因那个年代交通运输工具缺
乏，学校只能组织我们高中学生靠人力
去搬，一个周六的下午，老师带队，从我
们铁山中学到县城有八公里的路程，我
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学生徒步，来到县城
一中，男同学两个人抬一张桌子，女同学
每人搬一个椅子，就这样把近百张桌椅
搬回了学校，大家那时也没有感觉到累，
看见搬回的桌椅老师和同学都很开心，
我也很乐观，通过搬桌椅，我进一步观察
了桌椅的结构，更了解了画桌椅的透视
关系。从小学到中学期间也养成了热爱
劳动、热爱学习的习惯。从而认识到，劳
动和学习都是光荣的事情！那次也是我
第一次认知自己到县城与老家外的风土
人情。
一九七二年底我应届高中毕业，11

月中旬秋季招兵，武装部陪征兵小组的
人来到学校，学校开了动员大会，要求适
龄青年学生，响应国家号召，报名参军。
我当年是 18虚岁，年龄刚够，回到家给
父母汇报此事，父母同意，事后回到学校
报了名。
通过征兵小组的政审体检，自己的

政治条件、身体状况都符合要求，12月8
号收到了入伍通知书。10号学校开了欢
送大会。12号武装部，带我们到县征兵
办报到。这是我第二次来到县城。报到是
在县纸厂，我怀着澎湃的心情，穿上了军
装，这一去就是四十八年。

□半岛记者 丁霞 通讯员 邓特

1月1日，灵山卫街道垃圾分类宣
讲团联合社会治理中心走进瑞海花园
小区，开展以“垃圾分类人人做，做好分
类为人人”为主题的垃圾分类宣传活
动。
在活动现场，垃圾分类宣讲团成

员首先对最新的《青岛市生活垃圾分
类管理办法》进行解读，给在场的社区
志愿者、居民和一线环卫工作者分发
并介绍了全市、全区开展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的概况等。讲解了生活垃圾为
什么要进行分类、生活垃圾怎样进行
分类、生活垃圾分类种类等基础知识，
以及青岛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正
式实施后，对今后垃圾分类投放、分类
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监督执法
等工作，有了具体的法律依据，进一步
增加居民垃圾分类意识，倡导绿色生
活方式。

工作人员通过知识有奖问答、趣味
互动交流等形式，让居民学习和普及垃
圾分类小知识。居民们踊跃举手回答问
题，并积极投入到游戏中，让居民通过
寓教于乐的方式学习垃圾分类小知识。
“通过参加今天的活动，大家都对垃圾
分类有了新的认识。以前不知道生活垃
圾还要分类，垃圾都是一股脑儿往一个
桶里倒，现在居民听了讲解和现场参加
分类投放趣味活动，对进一步提升街道
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灵
山卫街道城市管理中心主任郭金录介
绍。
下一步街道将在周末选择人流较

为集中的场所进行垃圾分类主题宣传
活动，发放《办法》解读材料，现场为市
民解惑答疑；持续开展进社区、进家庭、
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等，提高居民参
与支持垃圾分类的自觉性，形成积极参
与垃圾分类的良好氛围，解决“最后一
公里”的难题。

□半岛记者 李伟 通讯员 杨晓群

近日，青岛西海岸新区海青镇党委
开展了“以红色引领绿色，党员服
务——— 我是垃圾分类宣传员”活动，党
员同志积极发挥示范表率作用，做垃圾
分类的先行者、宣传者、推动者，以实际
行动影响周边人自觉实施垃圾分类，共
同提高“垃圾分类，人人有责”的意识氛
围，此次共40余人参加了垃圾分类的
活动。

活动现场，垃圾分类宣传员们为大
家详细讲解垃圾分类的好处，以及如何
科学有效进行垃圾分类。活动引导广大
党员带头进行垃圾分类，增强环保意
识，共同营造美好和谐的生活环境。
参与人员表示，“爱护环境，从我做

起，党员干部不仅要做践行者，更要当
宣传员，共建美丽海青。”我们每个人都
要积极参与，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推广垃圾分类普及化，进一步提高垃圾
分类工作的知晓率。

□半岛记者 丁明正 通讯员 崔启
昌 安秀梅

青岛西海岸新区藏马镇探索建
立“人工分类+信息智能”双向互动
的农村垃圾分类新模式，并着力打造
“藏马山下党旗红，垃圾分类我先
行”垃圾分类品牌，不断完善“政府
推动、全民参与、因地制宜”的农村
垃圾分类体系，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改
善，为全区垃圾分类工作提供了有益
借鉴。
据悉，坚持宣教先行的前提下，

藏马镇先后投入 77万元在孙家屯村
建设 200平方米垃圾分类工作站 1
处、配备智能化垃圾分类系统和终
端、配备 220个不锈钢户用小型垃圾
桶、5台垃圾运输电动车等设备，为垃
圾分类提供资金保障和设备支持。采
取“4+1”分类模式，将农村生活立圾
分为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可回收物、
其他垃圾和煤灰、炉渣。同时在每户
垃圾桶上方安装智能设备，设置可回
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

4个按钮，按钮信息与手机和垃圾分
类工作站大屏幕即时连接，农户如有
垃圾收集需求可通过一键呼叫系统
实施呼叫，垃圾分类管理员即可通过
手机APP或垃圾分类工作站大屏幕
及时掌握垃圾收集需求，并即时上门
服务，确保垃圾分类不留空档。
据了解，藏马镇还注重夯实长效

机制，确保垃圾分类工作有序运转。
强化保洁员管理员管理。制定完善规
化管理办法，发现其分拣不认真、卫
生清理不到位，或入户收集不及时每
次扣10元，无故旷工一次扣50元，无
故旷工三次以上或登记册弄虚作假
予以辞退。同时，可回收物由村集体
统一销售后，所产生利润的 50％奖
励垃圾管理员，剩余 50％列入村集
体收入，统一用于垃圾分类的日常奖
励。实施门前“五包”奖惩制度。每月
评比“门前五包”优秀文明户 20户，
每户给予 50元奖励。对垃圾分类不
到位的户，每周通报并通知整改，2次
未整改或整改不到位，停止发放村庄
福利待遇。

雷金霆：一位老军旅画家的悠悠乡情
[ 乡村记忆 ]

垃圾分类人人做，做好分类为人人 海青推进垃圾分类，党员进行示范宣传

藏马镇建立“人工分类+信息智能”
农村垃圾分类新模式

灵山卫街道工作人员给居民讲解垃圾分类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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