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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快速辨别
不同种类的垃圾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关键在于居民本身，要着力促进其习
惯养成，便于居民接受。一般来说，垃圾分为可回收垃圾、厨
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类，分别对应蓝色、黄色、红
色、绿色的垃圾桶。根据不同垃圾的特性，我们可以通过顺口
溜来快速记忆：

残羹剩饭瓜果皮，菜叶内脏绿桶进。
玻璃金属可乐瓶，纸盒塑料蓝桶进。
电池药品杀虫剂，日化用品红桶进。
尿片瓷片香烟蒂，快餐用品黄桶进。

（来源：福建总工会 本报记者 吴珊整理）

8月 21日上午，湘潭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岳塘交警大队家属院里传出
悠扬的葫芦丝旋律。李淑元一头银
发，身着红衬衣搭配着白裤子，精神
矍铄地站在谱架前，动情地吹着最爱
的葫芦丝曲目《渔歌》。曲调时而抒
情婉转，时而明亮欢快，在她的吹奏
下，一幅渔民高唱渔歌、扬帆捕鱼的
美丽画面和喜庆丰收的场面在我们
眼前展开。

正是这首《渔歌》打动了湖南省
第八届民族器乐系列大赛评委，她获
得了老年组金奖。学艺三年，82岁的
李淑元吹出了全省金奖，也吹出了晚
年的幸福乐章。

李淑元是长沙人，退休前是一名
老师，1993年退休后，随儿子来到湘
潭定居。三年前，喜爱音乐的她被一
名侨眷家墙壁上挂满的葫芦丝所吸
引，这位朋友用葫芦丝吹奏出独特的
曲调，让她佩服不已。从此，她萌生
了对葫芦丝的浓厚兴趣，和几名侨眷
一起报名了湘潭市侨联组织的公益
葫芦丝班。一个学期后，她师从湘潭
小有名气、曾获得“国际优秀导师奖”
的柳涤平老师，潜心学习葫芦丝。

她虽然每周只上一节课，但每天
只要有时间就练习。她不仅勤奋、专
注，还有自己的小窍门。“当音乐老师
时，我习惯花很多时间先把谱子写到
黑板上，同学们学得更快；吹葫芦丝，
我也喜欢先手抄谱子，印象深刻，学
得更好。”李淑元家谱架上摆满了她
手抄的谱子，每一张曲谱都誊写得工
工整整。

通过三年学习，她学会了《渔歌》
《断桥残月》等几十首曲目，顺利通过
了九级考试，还经湘潭市选拔，于 8
月 9 日参加湖南省第八届民族器乐
系列大赛。

“这对我来说是一次挑战。”备赛
期间，李淑元全力以赴、全神贯注，出
门、买菜、吃饭、睡觉，脑海里全是谱
子。她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先背两
遍谱子，背了一个多月，才把谱子背
熟。作为老年组年龄最大的参赛选

手，李淑元一上场显得很紧张。评委
们看到她的打扮和精神面貌，打趣地
说，“您是青年组的吧？”她以为走错
了场次，赶紧辩解，“不是，我 82 岁
了。”这时，场下传来阵阵笑声。在欢
快的氛围中，李淑元完全放松，一支
葫芦丝，一曲《渔歌》，在她飞快跳动
的指尖下，一个个清脆的音符蹦了出
来，优美的旋律赢得阵阵掌声。

“我喜欢《渔歌》，不仅因为它欢
快的节奏，勤劳的渔民形象也是我自

己真实的写照。”李淑元说，工作时，
她既要上课、带三个儿子，还会义务
给学生补习，还要自己种菜，自给自
足。退休后，她在加拿大孔子学院教
了五年中文，如今还一直热衷于社区
事务，担任了霞光社区侨联主席，还
是社区图书室义务管理员、社区健康
协会宣讲员。

她说，生命的意义在于学习、在
于勤奋、在于奉献。只要想学，无论
什么时候都不晚。

李淑元在
家 中 吹 葫 芦
丝。（本报记者
陈旭东 摄）

“紫薇王”迎来盛开季
本报记者 陈旭东

8月 26日，秋意渐浓，菊花塘公园内一棵高约 9米、直径
约 25厘米的“紫薇王”进入了盛花期，粉红色的花朵绚烂艳
丽，花瓣清新秀美。游客除了欣赏秀美的花色外，还能看到
它饱经风霜的树干，别有一番韵味。

据介绍，这棵“紫薇王”是市区公园里最大的紫薇树，也
是菊花塘公园的“镇园之宝”之一。菊花塘公园前身为湘潭
苗圃基地，这棵紫薇树在建苗圃基地之初就已经存在，1992
年菊花塘公园建园时，这棵紫薇树被保留下来。如今这棵
树龄超过 80年的“紫薇王”，每年从 7月开始开花，一直持续
到 9月底，花期 100余天，成为公园亮丽一景。

三伏落幕，但热度不减；高温预警
重启，空调仍在满负荷运转。在“下楼
都需要勇气”的酷热中，却仍有人坚守
在高温中。坚守者中，她们格外亮眼，
直面酷暑、坚守一线，在平凡岗位上守
护这座城。

“炎”值担当，
用汗水守护一座城

8月 23日，蒋懿从外处警回站，警
服已湿透，脸上蒙着一层汗水，下巴
几滴“等不及”的汗珠正嗒嗒往下
掉。“有点警容不整，见谅啊，我去换
一身衣服。”蒋懿略带歉意。同事都
知道，生活中的蒋懿爱打扮爱自拍，
可一旦启动工作状态，她就顾不得形
象了，多带几套警服是她“对暑天最
大的尊重”。

蒋懿是雨湖公安分局砂子岭快警
站副站长，这个快警站守护着湘潭城区
西大门，辐射周边 5个派出所，纠纷调
处、求助、电诈劝阻等警情均由快警站

“前置处理”。蒋懿是站里“唯二”的女
警，她们巡逻处警和男民警无异，热天
一身汗是常态。“今年夏天以来感觉比
往年更热，我们的报警电话也特别热。”
蒋懿换好衣服刚开着玩笑，接警电话就
响了，“我说吧，这电话够‘热’的，这是
今天第6个警了。”她整理好着装，又出
门了。

这个报警电话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打来的。司机开车到潭衡路的终点站
时，发现一个小男孩坐车上不下车，问
他姓名和家长电话时，男孩沉默不
语。蒋懿和同事赶到现场，男孩已经
站在了公交车下车位置，但怎么都不
肯再挪动一步。男孩六七岁模样，蒋

懿的孩子和他年龄相仿，她弓着腰试
着像哄自己孩子一样和他交流，可孩
子始终不与她对视，对个人信息更是
只字不提。

蒋懿顶着当头的太阳，站在车外，
很快警服就已处处是汗渍，脸上的大
颗汗珠也往下掉。“不行，这样小朋友
会中暑，先带上我们的车再说。”蒋懿
担心孩子发生意外，把他带上了警车
并接到了站里。后经大数据比对，终
于找到了孩子家长。半个小时后，家
长汗流浃背地来接孩子，他们说孩子
患有自闭症，与人沟通困难，也不知道
他怎么跑出家门又误上公交车的，“这
么热的天，你和司机陪了我儿子这么
久，我真的不晓得怎么报答你们。”家
长由衷感谢。

正如蒋懿所说，今年夏天快警
站“业务繁忙”，其中老人孩子走失
的警情占比近四成，查询走失人员
信息、找寻家人等工作费时费力，可
蒋懿和同事用耐心、细心和爱心帮
助一个个家庭团聚，“天气热，走失
人员在外危险程度高，我们出点汗、
热一点算什么，护他们安全回家才
是最重要的。”

就在前一天，蒋懿和同事还一起
处理了一起因消费纠纷引发的推搡
警情，一名小伙子动手差点酿成大
错，还好蒋懿和同事及时出手制服，
才没有造成更大的伤害。“那一瞬间，
我的制服湿透，有担心也有紧张，还
有后怕。”蒋懿劝小伙子不要逞一时
之快，毁了自己的自由生活，所幸，风
波很快平息。

炎热仍在持续，今年的“高温礼
包”让蒋懿流了多少汗水，是无从统计
的，她说自己只是公安民警中的一员，
还有很多同事顶烈日、战高温，在用汗

水守护这座城的安宁，“用汗水换来平
安，值得。”

“洁”尽全力，
用汗水扮靓一座城

2024年的夏天，让当了 21年环卫
工人的彭四如印象深刻，“今年热得出
气不赢。”8月24日，我们在韶山市见到
了正在烈日下工作的彭四如，趁着上午
稍显凉快，她抓紧时间清扫、处理顽固
污渍。

手上的活儿没停，彭四如介绍起
最让她头疼的顽固污渍，如粘在路面
上的口香糖，偶尔还有呕吐物。粘在
地面的口香糖，她要用小铁铲铲五六
次，一直蹲着作业，等到清理干净再
起身时，不仅汗水湿透衣服，还经常
腿发麻踉跄几步；碰上常人无法忍受
的呕吐物，彭四如也只能强忍恶心反
胃，先拿着树叶杂草等覆盖呕吐物，
再用工具清扫。“这个季节处理这些

‘老大难’后，我整个人就像从水里捞
出来一样。”

才几分钟时间，我们就看见汗水
从她额头上沁出，滑过脸庞，滴落在
地上、衣服上，头发都被汗水打湿黏
在了脸上。工作服一天湿上好几次，
彭四如已经习惯了。年复一年的风
吹日晒，户外作业需要经受季节更替
带来的“冰火两重天”，彭四如一干就
是 21年。“我们的工作重复简单，却见
证了家乡越来越文明，我很满足。”她
感慨自己的职业越来越受人尊重，一
应俱全的爱心驿站成了他们暑热中
的“清凉驿站”，而她也愿意倾尽全力
维护城市整洁，“要给来韶山旅游的
游客留下好印象，我们要给毛主席家
乡增光添彩。”

皮肤红肿、瘙痒？

你可能“对阳光过敏”
本报记者 陈锦

虽然三伏天已悄悄离开，但“秋老虎”依然很猛，稍不
留神，一些皮肤问题可能就会“不请自来”，不少医院皮肤
科也迎来就诊高峰。

8月 23日，我们在湘潭市中心医院皮肤科看到，不少患
者正排队等候。市民陈先生最近手臂双侧频繁出现红斑
丘疹且红肿瘙痒，因此到医院就诊。“本以为是简单的晒
伤，哪知道这么严重，医生说再拖一段时间可能就变湿疹
了。”陈先生说。

陈先生告诉记者，自己一个月前手臂在无明显征兆
的情况下突然起了好几处红斑，且伴有红肿瘙痒，考虑到
三伏天的高温模式，以为是普通的晒伤，便只做了简单的
处理。

“一个月下来，红斑不仅没有消失，还起了很多丘疹
和水泡，反反复复。瘙痒感也越来越严重，尤其在太阳下
待一段时间后，症状加剧，好几次痒得我抓破了皮肤。”陈
先生说。经医生诊断，陈先生是因为长时间日光暴露引起
的皮肤病——多形性日光疹，于是给他开具了抗过敏口服
药物和涂抹的药膏，并叮嘱其注意防晒、润肤。

那么炎炎夏日，我们应该如何护理好自己的皮肤
呢？常见的因日晒导致的皮肤疾病又有哪些？记者就此
咨询了湘潭市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梁丽。“目前，日光暴露
引起的皮肤病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长期暴露在紫外线下，
引起皮肤损伤的日光性皮炎，又称日晒伤，也就是我们俗
称的晒伤。另一类是紫外线过敏导致的光敏性皮炎，是一
种变态反应性疾病，陈先生就是属于这类情况。”梁丽介绍
说。

“两者的直接诱因都是‘阳光’，症状初期相似，因此
很多市民容易把这两种疾病混淆，症状较重时，都应尽早
就医。日光性皮炎症状较轻，持续时间短，根据皮肤反应
的轻重又可分为一度晒伤和二度晒伤。一度晒伤仅损伤
表皮层，皮肤会出现红斑、肿胀并伴有灼热及疼痛，大部分
情况冷敷处理后可痊愈；二度晒伤可损伤真皮层，晒伤部
位肿胀起水疱，伴有剧烈灼痛感，严重日晒伤症状通常不
会即刻出现，一般在第三天达到高峰。”梁丽补充道，“光敏
性皮炎患者大多与个人体质有关，受光敏物质影响，常在
日晒后患处出现红斑、丘疹、风团、水肿等症状，有明显瘙
痒感，皮损形态多样，且反复易发，此类患者需长期做好防
晒工作，如果不及时治疗，容易演变成慢性光化性皮炎。”

梁丽提醒，夏季紫外线强，高温天防晒是非常关键
的，外出时，可通过涂抹防晒霜、撑遮阳伞、穿长袖衫等“物
理+化学”双重防晒。喜欢在三伏天晒背养生的市民，也要
注意做好防晒措施，不宜暴晒过度。每日 10时至 16时之
间紫外线最强烈，没有特殊情况，建议市民尽量避开强光、
强太阳的时间出去活动。

学艺三年，82岁奶奶
吹出全省葫芦丝金奖

本报记者 廖艳霞

蒋懿处警过程中，汗水已湿透警服。（本报记者 赵明 摄）

彭四如正清扫街道，维护城市洁净。（本报记者 赵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