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瓜王父子国庆齐到天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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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节当天，行走在群众游行脱贫攻

坚方队的宋志佳心情格外激动，目光总有

意无意地望向天安门的南侧观礼台，因为

自己的父亲——“瓜王”宋绍堂，作为大兴

区庞各庄镇优秀农业企业代表之一，就坐

在那里看着自己。

“老宋瓜王”走上国庆游行方队
“正式游行前一天，兴奋得一夜都没

睡。”国庆节虽已过去近一个月，回想起当

天的情形宋志佳依然难掩心中的激动，

“今年6月，庞各庄镇政府工作人员问我，

愿不愿意作为优秀农业企业代表，代表

‘老宋瓜王’参加国庆群众游行？当时二

话没说就答应了下来。”凡是参加国庆游

行的人员均要求保密，上不告父母，下不

传妻儿，这就要求宋志佳要权衡好工作与

训练之间的关系，“偷偷”地去训练。宋志

佳告诉记者，前期开展的内蒙古定点帮扶

项目已经有所收效，7月份正是内蒙古帮

扶项目种植的西瓜热卖的时候，为了不露

出破绽，即便夜间训练很累，白天依然正

常工作。

“瓜王”的嘱托 心中的坚守
“日常训练并没有想象中的简单。”宋

志佳介绍说。脱贫攻坚方队在行进过程

中要求“齐中有乱，乱中又有齐”，尺度十

分难把握，因此训练也极为严格，随时随

地都会有人离开，“我们有一个训练群，看

着群里的人数一天天减少，我下定决心一

定要坚持到最后，为‘老宋瓜王’，也为我

自己。”宋志佳说。

有一次宋志佳高烧40多度，但方队

训练要求，要想休息必须要单位领导请

假。“我原本不想告诉他（宋绍堂），但身

体实在太难受了，一点力气也没有。”经

过了一番思想斗争，宋志佳把实情告诉

了父亲。“那阵子孩子黑了好多，人也瘦

了，我就觉得不对劲，原来是参加国庆游

行方队了。”父亲宋绍堂告诉记者，“孩子

病了，作为父亲，应该给他请这个假，没

想到他竟发着高烧去参加了训练。”后

来，宋志佳说：“父亲对我说‘参加国庆游

行是一辈子的荣耀。’为了这份荣耀我也

要坚持。”

“瓜王父子”同登国庆舞台
随着国庆节的不断临近，方队的训练

也越来越频繁、辛苦，最多的时候一周要

训练四五次，特别是合练时，一次就需要

十几个小时。就在宋志佳全力以赴备战

国庆游行时，父亲宋绍堂也在国庆节前夕

受邀作为优秀农民企业家代表前往天安

门观礼。“那天父亲对我说：‘当天我也去，

好好走，我在观礼台看着你呢。’这句话我

一直记得。”宋志佳说。

国庆游行当天，当儿子所在的脱贫攻

坚方队走过天安门时，宋绍堂的目光扫过

了方队的每个角落，他在寻找，寻找代表大

兴区，代表“老宋瓜王”的儿子。此时的宋

志佳也在向父亲所在的观礼台的方向眺

望，他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父亲看见自己时

的表情。“人太多了！太远了！根本找不

到。”“瓜王夫子”异口同声地向记者说道。

“瓜王”成长记也是祖国变迁史
“算上这次‘70周年’，我一共参加了

两次‘10周年’大庆。”宋绍堂介绍，新中国

成立50周年时，他以“瓜王”的身份参加

了国庆晚会，并接受了采访。“那个时候就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瓜农，采访也就是会说

个种瓜的经验。”宋绍堂谦虚地说，“现在

不同了，‘老宋瓜王’发展成了农业企业，

还有幸能帮助其他省份的农民朋友致富，

这与祖国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从“50周

年”时的瓜农，到“70周年”时的农民企业

家，“20年，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宋绍堂说。

“50周年”大庆时的宋绍堂还在骑着摩

托车，开着农用三轮去批发市场卖瓜。

2000年，参加完“50周年”大庆后才注册了

“瓜王”商标，准备扩大生产，搞品牌农业。

2003年建立了现在的“老宋瓜王”园区。“那

个时候没有这么高的认识，就想着多建大

棚，多卖瓜。后来佳子（宋志佳）长大了，给

园区带来了不少新事物。”宋绍堂说。

2014年宋志佳开始为园区拓展电商

业务，随着“瓜王”电商的不断发展，园区

还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共同创办了供销e

家，通过新的销售方式来拓展市场，扩大

知名度。除此之外，园区生产方式也从原

来“小作坊”式的农业园区逐步发展成为

运用智能现代化种植技术的农业企业。

“佳子（宋志佳）想法虽然多，但在农业种

植方面缺乏经验，这一课不能丢，我一直

看着他呢。”宋绍堂说。

“现在考虑问题不再只顾自己的小家

了，开始思考整个西瓜产业的发展，积极

向内蒙古等省份对接西瓜种植技术，这就

像水滴和大海一样，只有西瓜产业这片大

海生机盎然，‘老宋瓜王’这滴水滴才不会

干枯。”宋绍堂说，“我们父子因为西瓜共

同登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

典的舞台，推动西瓜产业的发展是我们义

不容辞的责任，希望‘老宋瓜王’还能登上

‘80周年’‘90周年’的舞台。”

文并摄/记者 张子凡

“这个工作没有轰轰烈烈的时刻，每

天在这个小屋子里和纸张、纸盒打交道，

但很有成就感。”说话的是北京市环境保

护监测中心的张玉红，一个老档案工作

者。张玉红的办公室不大，只能容纳一

张办公桌，27 年里，她独自站在档案柜

前，让那些沾有时光印记的文件变得干

净、整洁，将他们编好号码排列“站队”，

并录入电子系统。从几百卷到上万卷，

从手工记录到网络输入，张玉红见证着

中心档案逐步规范化的发展历程，也“窥

见”了北京环境监测从无到有、从简陋到

精密的历史飞跃。

记忆大师
大脑帮助一个人留存过去的记忆，档

案室帮助一个单位留存过去的记忆。

1992年，张玉红接手档案室，那时监测中

心的“记忆”有遗失、比较混乱，文件材料

又多又杂，而且没有前人经验，“一个头两

个大”是她当时的心情。张玉红说，自己

先把全中心的档案分为文书、科技、会计、

特载、实物等五大类，按问题分类组卷，一

事一卷装订。整理过程很“磨人”，经常发

现刚装订的案卷又有了新内容，只能重新

拆开再整合。

“不学就落后。”她为了尽快熟练档案

工作，自学档案相关书籍，同时参加档案

学习、培训。总结优秀档案工作者的经

验，反复摸索，归纳创新自己的整理方

法。慢慢的，经张玉红的手，档案库逐渐

变得规范、有序，还拓展了不少类别，从刚

开始的文书、科技到现在声像、实物、基

建、仪器、会计等十多个门类。

在档案工作室的“监测人”
档案工作不只局限于收集、整理、保

管、利用，能给大家带来更为直观、更具实

用档案材料的编研工作也十分重要。为

了做好工作，张玉红还时常深入一线，跟

着一线监测人员的足迹实地调研、采风。

“张姐2015年、2017年做水站、气站编研

时也付出了很大心血，北京35个气站，19

个水站，她亲自记录、拍照……有些地方

还在省界交界处，开车一两个小时都算近

的。”张玉红的同事说道。

现在水站和气站两本“宝典”被纳

入档案室，填补了北京市空气质量自

动监测站及北京市地表水自动监测

站完整简介的空白，尤其对科室新人

带来了不少帮助，水站什么样，怎么

走，书里都清清楚楚地记着。有同事

经常开玩笑，“张姐对中心监测工作

的了解，都快赶超我们业务人员了。”

2004 年，正逢监测中心成立 30 周年，

她积极与在职及退休职工联系，广泛

收集照片，使《光荣镌刻》顺利出版。

2008 年，为编纂《奥运风采录》，她历

时 4 个月，跟随环保工作者拍摄现场

照片和编委成员一起挑选照片、组织

文字说明，为画册做出了贡献。

见证监测人走过的每一步
张玉红自封是“故纸堆里淘金”的人，

她印象最深的是监测中心门口的第一块

门牌。1977年监测中心大楼刚刚建好，

就挂上了这块门牌。经历了寒来暑往，风

吹雨淋，门牌受潮，木质损坏严重。当大

家打算扔掉换新时，张玉红把它搬到了档

案室。她说，这个老门牌见证的东西比我

们这些老监测人员都多，应该好好保存。

后来她得知，门牌是郭沫若先生亲笔题写

的。建站初期，单位找到了郭老先生，当

时他已85岁，还在医院输液，听闻是环保

监测事业，就毅然决定题字，即使握笔的

手已经有些颤抖。“我想，这是对监测工作

的一种肯定。”张玉红说。

每一个档案盒里面都装着监测人的

影子，印刻着监测人走过的每一步，张

玉红悄无声息地留住了监测中心一点

一滴的记忆，也留住了北京环境监测的

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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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坐上观礼台儿子参加脱贫攻坚游行方队

故纸堆里的淘金人
记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档案室张玉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