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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薄鸿）8月 9日，一名外地来
并老人又累又饿，在朝阳街北巷附近摔倒，周
围居民纷纷救助，有的拿来食物和水，有的报
120查验伤情。

当天下午，这名从文水老家来并的老人到
朝阳街北巷寻访亲友，由于中午没有吃饭，加
之走路时间过长，又累又渴，在上台阶时摔倒
在地。

周围居民见状立刻围上前来，得知老人因
劳累和饥渴摔跤，一位热心人立刻买来矿泉水
和饼子，让老人坐在路边台阶上解渴充饥。担
心老人摔跤后可能受伤，有居民拨打了 110报
警电话和 120急救电话。

民警和急救人员赶到时，老人喝着居民送
来的水、吃着饼子，坐在路边恢复正常。经检
查，老人只是受了些皮外伤，并无大碍。老人对
居民、民警和医务人员表达谢意后，接过居民赠
送的拐棍独自离去。

老人街头摔倒
众人伸手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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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薄鸿）8 月 10 日，一名男
子戴着安全帽骑电动车被交警拦下，经民警
解释才知道，安全帽并不能代替电动车头盔，
一旦发生意外，安全帽并不能提供后脑勺的
防护。

当天，一名戴着安全帽的男子骑着电动
车由北向南行驶在平阳路上，刚过学府街便
被执勤民警拦下。

男子一脸迷茫地看着民警，表示十分不
解。民警对他进行批评教育并说明，男子佩
戴的是安全帽并非电动车安全头盔，安全帽
在工人的头部受外力伤害时能起到防护作
用，主要针对高空坠落物所引发的损害，保护
的是头的顶部，而电动车安全头盔是保护驾
驶员和乘坐人员头部的，不仅是头顶部位，对
后脑勺也能起到防护作用。

安全帽不能当头盔
民警现场讲安全

本报讯（记者 周皓）8 月 10 日市
农业农村局消息，我市把抓好农村厕
所革命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举措，安排部署
农村厕所革命摸排整改和 2021年户厕
改造推进工作。我市要求，提高政治
站位，统筹协调推进；抓住关键环节，
做好摸排整改；强化技术服务，确保完
成全年改厕任务。

我市强调，把问题厕所摸排整改

和改厕任务推进这两项重点工作抓
紧抓好，发挥好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的作用，做好上传下达、左右协
调，统筹推进。高度重视工作中存
在的组织发动力度不够，对政策理
解、工作要求不明确，县乡村三级台
账不健全，工作任务推进较慢等主
要问题，抓紧有限时间，切实做好摸
排整改；明确摸排整改范围及主要
内容，进行拉网式、全方位大排查，

逐村逐户逐厕，不留死角盲区，做到
底清数明，清仓见底；要分批分类做
好整改，能立即整改的，立行立改及
时销号，短期内不能整改的，理出清
单、完善台账，制定时间表、路线图，
为整改工作打好基础。同时，严格按
照国家及省市有关改厕标准规范，严
把改厕施工质量和洁具质量关，确保
11月前全面完成今年 10446座农村户
厕改造和提档升级任务。

本报讯（记者 毕晶晶）8 月 10 日
阳曲县消息，为开展农村人居环境“六
乱”整治百日攻坚专项行动，杨兴乡妇
联自 6 月开展“乡风文明户”“最美庭
院”创建评比工作以来，各村利用微信
群转发、大喇叭宣传、悬挂条幅、发放
倡议书等方式，着力倡导新风尚，发展
新文化，培育新农民，建设新农村。

各村委发动和引导村民齐动手、共
参与，美化街道，净化庭院，亮化居室，做
到“自扫门前雪”，以点带面，以面带片，
从而推动全乡文明整洁。通过前期积极
发动、广泛宣传，开展美丽家园创建活
动，杨兴乡共评选出 10户品行美、家风
美、仪容美、环境美的“乡风文明户”和 5
户干净整洁、环境优美的“最美庭院”。

据该乡负责人介绍，此次杨兴乡妇
联评选出的 10 户“乡风文明户”、5 户

“最美庭院”是全乡富裕起来的农户幸
福生活的缩影。他们将起到示范作用，
带动更多家庭见贤思齐、向善向美，发
挥自身标杆作用，以“小家”助“大家”，
在全乡范围内形成人人学习“最美”、家
家争做“文明”的浓厚氛围。

本报讯（记者 袁剑锋 通讯
员 杜秀文 文/摄）一名坐着轮
椅的残疾人准备乘坐公交车，公交
司机看到后伸出援手，先将残疾人
搀扶上车，又将轮椅搬上车。8月
9日上午，在太原南站西广场的公
交站台发生如此一幕，公交司机的
善举感动了不少乘客。

当天上午 8时 30分，一名 50多
岁的大妈独自摇着轮椅来到太原
南站西广场公交站台，准备乘坐
824 路公交车。这时，一辆 824 路
公交车正好进站，公交司机褚会青
看到后，并没有立即打开车门，而
是拿起报话器对候车的乘客说：

“大家请稍等一下。”

褚师傅随即下了车，走到轮椅
旁询问：“大妈，您要乘坐 824路公
交车吗？”对方点了点头。“那我搀
扶您上车吧。”褚师傅说。得到允
许后，褚师傅小心地从轮椅上扶起
大妈，一步步搀扶着上了车，让大
妈坐在了前门附近的专座上，并嘱
咐她一定要扶好坐好。接着，他又
跑下车，将轮椅折叠好抬上车。安
顿好大妈后，褚师傅才让其他乘客
上车，并吩咐坐在大妈附近的乘客
帮忙照看轮椅。

虽然耽误了几分钟，但候车
的乘客都没有怨言，上车时纷纷
竖起大拇指，为褚师傅的善举
点赞。

今年，卢彬和他的同事们启动了我
省焦化行业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及整改技
术试点项目，带领技术团队与生态环境部
相关专家一道，深入焦化企业一线，对存
在的隐患展开全面排查，努力为太原乃至
全省土壤污染源头防控提供先行先试样
板。几年来，卢彬作为主要完成人，先后
参加了省科技攻关项目、市技术创新计划
等 7项课题。2012年、2013年先后被评为

“太原市优秀科技工作者”，“山西省‘科技
奉献奖’先进个人二等奖”，先后 5次获得
单位或局系统年度“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5次获得太原市生态环境局系统“优秀职
工”称号，还被评为2018年度山西省“三晋
英才”支持计划青年优秀人才。

从重庆到太原，20多年来，卢彬已完
全融入太原这座城市，也深深地爱上了
太原这座城市，并决心为这座城市服务，
为实现太原“绿色发
展 梦 ”贡 献 力 量 。

“好人”卢彬，“好
梦”太原。

记者 申波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锲而不舍土里搞研究
入选 2021年上半年“山西好人”的消息传来，卢彬难掩内心的喜悦。从求学

太原到扎根太原，20多年，来自重庆的卢彬已完全融入太原这座城市，一直在为
这座城市变得更美丽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今年 39岁的卢彬，2000年从重庆
武隆考入山西大学环资学院环境科学
专业。2007年，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卢
彬，经选拔成为太原市环境科学研究
院的一员，主要从事环境风险评估、土
壤环境污染防治。

“刚参加工作时，领导对我说，天花
板上的图案，看见容易摸着难，必须一
直跳，设法跳得更高才能触及。招你进
来，就是要与大家一起，摸太原生态环
境科研战线的‘天花板’。”时至今日，卢
彬依然清晰地记着当年领导的话。

入职后，卢彬参加了国家“863计
划”的一个研究课题的子课题。面对
难得的机遇和高难度的挑战，卢彬废
寝忘食，虚心求教，用 3年时间圆满完
成了课题，得到了课题组的认可，增长
了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的理论知识，积
累了如何处理复杂技术问题的经验。

25岁，顺利参加工作，尚无各种负
担，本可以“潇洒”走一回的卢彬，依然
像上学时一样，努力学习，潜心研究，一
次次地完成着触摸“天花板”的任务。

土壤是卢彬的主要科研目标，决定
了他更多的研究状态都是“面朝黄土背
朝天”。

2014年，土壤污染问题逐渐引起各方
重视，我市也面临大量工业场地土壤污染
的严峻问题，而我市在土壤领域的科研基
础比较薄弱，技术手段相对落后。

作为主力科研人员，卢彬迎难而上，
经过 5年摸索尝试，形成了一套适合山西
行业特征的系统性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评
估方法。截至目前，卢彬作为项目负责
人，主持了超过 15项企业污染场地环境调
查与风险评估工作。

说起对土壤研究，卢彬形象地描述：
“和农民朋友种地一样，他们是在土里刨

粮食，我们是在土里搞研究。”不管严寒还
是酷暑，只要对一块土地展开调查，卢彬
和他的技术团队就要守在这块土地上。
以原煤气化厂区的土壤污染评估为例，卢
彬介绍：“我和团队成员穿得严严实实，在
错综复杂的管线设施间，在没有任何遮挡
物的空地上钻孔取土，一层一层地按规范
采集，最深时能钻到地下 30米，过程很煎
熬，但必须忍受。而且，在忍受煎熬的同
时，还得预防土层中的污染物对自己身体
造成伤害。一句话，冬天冷要扛得住，夏
天热要忍得住。”通过不懈努力，卢彬和他
的同事终于拿出了原煤气化厂区土壤污
染状况调查报告，为后续土地的开发和使
用提供了相应的技术支持。

触摸“天花板”

扎根黄土地

实现“绿色梦”

我市全力推进农村厕所革命

阳曲县杨兴乡：

“小家”助“大家” 建设文明乡村

摇着轮椅乘公交 司机下车忙搀扶

“山西好人”卢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