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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高气爽，樱桃园又迎来了新的忙碌。
每年樱桃季，果农们都要经历一番披星戴月地忙

碌；樱桃季结束，并不意味着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
山。果农依然忙碌，为明年的丰收做准备，只不过劳
作的节奏舒缓了许多。每天清晨上山，八九点天开始
热的时候收工。下午四五点钟再上山，忙到太阳落山
的时候回家。

为下一个樱桃季做准备，让消耗了大量养分的樱
桃树休养生息，需保叶、修枝、强干、壮根。

壮根好理解，根深才能叶茂。樱桃季，樱桃树开
花、结果消耗了大量的养分。樱桃季之后，果农们都
要趁着夏秋季节雨水丰沛、樱桃园湿润的时候，及时
给樱桃园施肥。这不是急活，冬季上冻之前完成即
可，也有的果农会选择在春季开花之前施肥。

夏季修剪樱桃树必不可少，有的果农将其称为打
杈。今年，因为樱桃坐果不好，很多樱桃树上蹿起长
长的枝条，消耗了大量养分，不易形成花芽。

樱桃产地有句俗语：大枝稀，小枝密；大枝亮堂
堂，小枝闹嚷嚷；树上枝枝小，个个都是宝。意思是
说，当年形成的比较长的枝条（即大枝）不容易形成花
芽，只有在主干上长出的比较短小的侧枝（即小枝）才
容易形成花芽。如果大枝过多，过于旺盛，会影响小
枝的数量；小枝数量少了，形成的花芽就少。

因此，樱桃树上的长枝条要及时去掉，以促进小
枝生长，保证形成更多花芽，减少消耗养分。果农们
上山干活时，随身都会携带一个工具袋，里面有果树
剪、锯子等必备工具。遇到这样多余的枝条，立即拿
出剪刀剪去。

樱桃季后，樱桃园里还有两个重头戏，就是保叶、
强干。

每年的七八月份，高温酷暑，降雨较多。降雨后
再遇高温，容易引起樱桃早期落叶病，影响第二年樱
桃产量。所以果农们会经常查看樱桃树的长势，根据
天气及樱桃树的长势，适时喷洒一次农药，这可是事
关明年樱桃产量的大问题，一点马虎不得。

樱桃季后，果农会经常到樱桃园里溜达，一边走，
一边检查每棵樱桃树。一旦在哪棵樱桃树下发现有
木渣堆积，就会如临大敌。

他们在看什么呢？是在看樱桃树里面有没有一
种虫子。这种虫子被果农称为蛤虫，是天牛的幼虫，
对樱桃树的危害极大。如果发现有新鲜的木渣，便会
根据木渣的落点，仔细找到蛤虫进入樱桃树的位置，
将树皮清理后，用一根比较细软的、前端弯成一个小
勾的铁丝，顺着虫洞的走向往里探，并慢慢转动，直到
探入最深处刺杀并勾出蛤虫。

都说“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不开”，人们也
都懂得，甜美的果实需要辛勤汗水的浇灌，天道酬勤，
有了果农的辛苦劳作，才会有每一年樱桃季的甜美。

常言道，人有三急。有统计说，
人一生中有3年时间是在厕所中度
过的。由此可见，如何搞好“厕所革
命”，事小体大，关乎民生也。

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环境，
厕所称谓各异。俗称如茅房、茅
厕、便所，雅称如洗手间、盥洗室、
解忧室，趣称如观瀑亭（男厕）、听
雨轩（女厕）、梅雨间，可谓五花八
门、妙趣横生，且有着一定的文化
含义。至于释急过程，雅俗称谓也
颇多，如出恭、解手、方便、上茅房、
去洗手间等。

我是一个喜欢听人讲奇闻轶
事或历史典故的人，听到的与厕所
和出恭相关的趣事儿也颇多。

吴福生，我的一个老邻居，今
年106岁，身板硬朗，善侃、健谈，
喜欢谈古论今。大伙亲切地昵称
他为老头儿。老头儿曾多次拿新
中国成立前百姓出恭之难来证明
如今如厕之方便。

老头儿说他童年时期生活在
皖中周瑜故里的乡下，家徒四壁、
无厕。而有厕之家，也无非是拿几
块破木板随意一围一挡，内挖一
坑，无顶无门。

他说那时冬天尿成冰、地打
滑；夏天蛆翻滚、蝇横飞；秋天蚊子
在屁股上肆无忌惮地吸食血液，一
巴掌下去能拍死十只八只，巴掌上
血污一片，相当恶心。至关重要的
是，蹲厕时间务必要短，最好三五
分钟解决，其间还要提心吊胆，制
造声音，宣示领地。

无厕之家，孩儿们还好办，就
地解决，像什么猪拱屁股、狗舔腚
这种遭遇都是常有的事儿。大人
尤其是女人则极不方便，往往是急
匆匆钻进小树林、玉米地或者柴草
垛，一旦有风吹草动，便惊出一身

冷汗。
老头儿说他10岁左右便跟着

大人到南京闯荡，那时候在南京城
内没见过公厕，城内道路两侧会有
土坑，供南来北往之人大号之需，
小便则是随便找个墙根儿、旮旯解
决。彼时，南京被嘲为“臭都”，当
年的报纸上是有记载的。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南京城
里流动的人就多了，于是乎头脑机
敏之人就做起了收集粪便的生
意。粪便对农民是个宝，自古就有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的说
法。每天清晨，粪夫推粪车走街
串巷，手持小铃，提醒各户该倒马
桶了。开门第一件事儿，就是提
着马桶出门倒粪水。粪车收集
后，送到粪行归集、中转和交易。
别小看这个行当，当年可是解决
了很多底层民众的吃饭问题，有
的粪商甚至成了富豪。至 1929
年，南京城已有公共厕所382座，
九成为非官方所建，社会资本发挥
了主导作用。

屁股决定脑袋，厕所也分等
级。彼时，达官贵人家中有高标准
的厕所，有的家庭还有专人清理和
维护。拥有好住处和好厕所，是老
头儿的一个重要人生梦想。对于
大多数穷苦人而言，对此等享受却
全然无知，真的是贫穷落后限制了
想象。

达官贵人家庭没有如厕之难，
导致当权者漠视平民百姓如厕权，
当时农村的如厕状况与古代相比
毫无改观。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大
力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持续推行

“厕所革命”，厕所的质量标准不
断提高，公厕的配套设施也不断
完善。15年前，老头儿曾回到阔

别多年的故乡，但见家家户户都是
清一色粉墙黛瓦、卫浴设施齐全的
两层小楼，楼上楼下分设卫浴间，
方便程度不输城里。老头儿欣然
写下回乡感言：往事越千年，周郎
精气神情尚犹在，公瑾故里春风瑞
祥今又是，换了人间！

厕所方寸小，民生事为大。公
厕建设既关乎群众的切身利益，也
展现了一个城市的文明风貌。今
夏，老头儿的家人带着他到烟台滨
海广场和滨海路沿线观光，偶见沿
途的公厕多、外形美，内部坐便、蹲
便器感应出水，还有高低不同的洗
手盆、防摔扶手、干手器……老头
儿感叹这是自己一辈子见过的最
好的公厕了。

小厕所，大民生。近些年，国
家大力推行城市更新、嵌入式社区
建设等行动，大规模建设有专人管
理和保洁的高标准公厕，给社区居
民如厕提供了极大方便。在公共
场所也有序地高标准“配、补、改”
大批公厕，解决上班族和休闲居民
的如厕不便。在广大农村，则推行

“旱改厕”革命，让城乡居民充分享
受到了改革和发展的红利。出行
时，无论在风驰电掣的高铁上、在
万米高空的飞机上还是在碧波千
里的轮船上，都有高科技公厕，可
轻松解决内急。厕所革命带来如
厕地覆天翻的变化，这是一种社会
服务的大进步，对比往昔旧社会，
百姓当会发出跟我的邻居吴老一
样的感慨了。

流年记流年记

10月11日下午，由烟台市
总工会、烟台市卫生健康委员
会、烟台传媒集团联合主办的
2024年度“温暖一线 关爱健
康”——医疗专家“送健康”活
动，走进烟台市公安局交通警察
支队第一大队，进行现场义诊。

参加本次活动的医疗单位
包括烟台市芝罘医院、烟台白石
肛肠医院、医星康源体检中心、
顺达口腔、正大光明眼科等，涉
及内科、肛肠科、理疗科、中医
科、口腔科、康复科等多个业务
科室。

义诊现场，交警针对自己的
健康状况，向医护人员进行了详
细咨询。大家对于医护人员丰
富的医疗知识与专业的技术素
养，给予了一致认可与好评。

义诊中，健康专家表示，交

警的工作环境往往伴随着噪音、
尾气和极端天气，这些因素都可
能影响他们的健康。同时，由于
工作需要长时间站立，交警同志
有可能会患上腰椎间盘突出或
脊柱侧弯等脊柱疾病；工作压力
和情绪紧张可能增加高血压和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长时间盯着

车流，可能导致眼睛疲劳和视力
问题。交警同志日常应确保有
足够的休息时间，避免过度疲
劳；在雾霾天气需佩戴口罩，使
用护目镜，以减少眼睛疲劳；通
过定期健康检查，及时发现并处
理健康问题；均衡饮食，适量补
充营养，以及保持规律的体育活

动，有助于增强体质。
烟台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

队第一大队综合中队中队长初
福海介绍，大队采取了多种措
施来保护交警的健康，包括定
期为交警进行健康体检，提供
健康教育和急救培训等。交警
的健康是维护交通秩序和安全
的基础，本次活动，医疗专家的
热情参与，不仅为交警提供了
专业的医疗服务，也提供了个
性化的健康建议。同时，义诊
活动也进一步提高了交警对自
身身体健康状况的关注度，希
望今后可以共同努力，为交警
创造一个更加健康和安全的工
作环境。

本次 2024 年度“温暖一
线 关爱健康”——医疗专家

“送健康”活动自8月23日起，

将在四个月时间内，深入我市
20余家单位，开展20场健康义
诊、10场健康知识讲座，活动范
围包含市总工会相关直属单位
企业、市区范围内相关单位企
业、新就业群体等。通过健康义
诊和健康讲座的形式，为广大劳
动者搭建一个健康平台，提高职
工的职业健康素养和疾病防治
意识。把“娘家人”贴心的服务
送到广大劳动者身边，让工会成
为关爱职工健康的家园。

市总工会、市卫健委、烟台传媒集团联合主办

医疗专家“送健康”活动走进市交警一大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