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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于热爱 所以坚持
“当一个舞者踮起脚尖开始舞动，你便

会觉得哪里都是她的舞台。”

小时候，她被《白毛女》《红色娘子军》

这些样板戏深深吸引，房间里收藏这些舞

台剧的各种海报。“因为热爱吧，从小喜欢

舞蹈，现在也干了一辈子的文艺工作。”聊

起她的教学生涯，她显得有些“骄傲”。“我

来北京后，考入少年宫当老师，周一到周五

在公司上班，周末带学生上课，十几年没休

过一个礼拜，对舞蹈很有毅力也很坚持。”

怀着对舞蹈的热忱，转眼间，郭艳芬已经工

作40余年，她今年64岁了，直到去年才终

于舍得从一线“退”下来，用她的话说，和孩

子们都隔了3代，学生都可以叫她奶奶了。

不教孩子，郭艳芬开始在小区“拉起

了”舞蹈班子。“可能因为一直做文艺工作，

觉得小区‘死气沉沉’的，平日里没有活动，

就想带着大家一起活跃起来。”据郭艳芬描

述，当时她一边跑居委会、跑物业，一边在

广场上组织小区姐妹报名。“居委会听了我

的想法，都很支持，我便每天晚上在广场放

一段简单的音乐，先激发大家的兴趣和爱

好，带动姐妹们。”

从4月份成立到现在，团队的成员也来

来去去，只有郭艳芬清楚，这一路经历了多

少困难。队伍变大后，不同的声音也跟着多

了。排练时，可能因为一件服装，也可能因

为一句话，就造成团队发生争执。不理解、

不认同让郭艳芬如履薄冰地维系着团队的

和谐。“要不别干了。”这是老伴看到她在家

受委屈眼泪汪汪的状态下对她撂下的一句

话。“不干怎么行，不能因为一件小事，就放

下其他人，她们还在等着我。”事情已经过去

许久，郭艳芬再说起这句话依然很坚定。

舞韵成立 展示风采
“2019年4月12日，舞韵艺术合唱团

正式成立了，一共13个人，最年轻的55岁，

最大的65岁。”

“1234，慢一点，身子再往下弯一

些……”面对13位全部零基础的队员，郭艳

芬从形体的基本功一点点教起，压腿、开

肩、下腰。“要做就做精品舞蹈队，走出专业

的舞台风格。”这是郭艳芬对成员的要求。

一个训练下来，队员们都喊腰酸腿疼。“大

家确实很辛苦，但既然要想跳专业，每个动

作都要做到位。”郭艳芬说。

“刚开始的时候可难了，像郭老师刚

开始教我们兰花指，我们自己都觉得不可

能做好。”“当时老师一遍遍教，我们一遍

遍学，周一、周四的下午有两个小时的活

动时间，其余每天晚上七点到八点半，一

个半小时的训练，回到家躺在床上就能睡

着。”大家都围在一起，纷纷告诉记者。

7月份，高米店举办广场舞比赛，郭艳芬

打算带着团队一起参加，大家每晚在广场上

排练，从七点到九点，“那段时间，大家都互

相鼓励，对于大家来说，练习了三个月就可

以完整地跳出一整段舞，而且几近达到专业

水平，很优秀了。”在比赛上，郭艳芬“舞韵合

唱艺术团”获得比赛“最佳风采奖”。“真是舞

出了我们中老年人的精神。”郭艳芬笑着说。

发挥余热 芳华依然
“做公益，发挥中老年人的正能量。”

“人活着就要有追求和希望，街道、居

委会、物业都非常支持我们，身为党员，除

了带着大家练好舞，更应该发挥中老年人

的正能量，做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发挥

我们退休人员的余热。”11月份，郭艳芬带

着团队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定期走访

敬老院，做公益演出。

郭艳芬经小区工作人员推荐，带着队

友一起去爱晚敬老院做演出。“老人们当天

特别开心，虽然大都是残疾的老人，但也会

跟着一起唱，虽然他们唱起来歌词也听不

清楚。作为一个60多岁的人，感受到的是

之前没有体会到的快乐，老姐妹们都有这

种感觉，非常乐意做公益而且我们也会坚

持，奉献他人的同时，也快乐自己。”

郭艳芬还告诉记者，当时她们去敬老

院表演的照片、视频一时间在朋友圈刷屏，

连敬老院义工群里的志愿者也有所增加。

她说这就是她们选择做公益的初衷，不只

带动本小区的居民，还可以辐射到更多的

小区。

12月初，居委会告诉郭艳芬一个好消

息，高米店街道即将组织一个街道级的舞

蹈队，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队伍中，郭艳芬

觉得中老年人的正能量将会越来越大。

“以后，做一个大型的音乐剧，将舞蹈、

合唱、朗诵、太极综合起来，以多种形式在

舞台上同时表现，有歌有舞，反映社区居民

点点滴滴的邻里生活……”这是郭艳芬最

初成立舞蹈团的蓝图，她的热量正散发，她

的芳华也正当时。 文并摄/记者 方冉冉

在生命的源头“站岗”
徐蘇士2012年进入监测中心，最初

在分析实验室工作，从中心基础业务开始

学习锻炼。通过两年的实验室工作，徐蘇

士对实验数据有了深入的理解。

2014年 12月南水进京让首都多了

一个饮用水的重要来源。徐蘇士在那年

加入水室，负责饮用水、地下水水质监测

评价管理工作。当时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南水进京，“根据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发布

的权威信息，刚抵京的南水达到地表水

Ⅱ类水质标准，符合饮用水源地水质要

求。”这一权威消息给人们吃了一颗定心

丸，让人们可以放心大胆喝上一千多公

里外的优质水，享受国家政策带来的红

利。徐蘇士的内心油然而生一种自豪

感，因为她要从事的工作就是保护首都

人民的饮用水源。

2015年国家水十条和北京市水十条

相继出台，保障饮用水安全是水污染防治

中的重要工作。北京市自2016年起每季

度向社会公开城市集中式饮用水安全状况

信息。监测中心水室为饮用水水源水质的

发布提供了有力支撑。而徐蘇士就奔波在

水十条“路上”。目前饮用水监测网络正在

不断完善。

深入“地下”
饮用水根据其来源，有来自河流、湖

泊、水库的地表水和埋藏于地面以下的地

下水两种类型。监测中心每半年或每年

要对饮用水源水质情况做一次“大型体

检”，即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全指标分析，均

涉及多项指标。初次接触这么多监测项

目，徐蘇士却不觉得很难，因为很多都是

有机监测指标，实验室打下的基础派上了

用场，让徐蘇士多了一份从容与自信。

但监测管理平时看不见摸不着的地

下水，涉及的专业知识门槛高。2011

年，北京作为全国试点率先开展“地下水

调查评估报告项目”，监测中心更是作为

技术牵头单位负责该项目实施和汇报。

项目的顺利开展为全国推广起到了示范

作用，也为监测中心积累了宝贵的地下

水工作经验。

徐蘇士接手这个项目后，一方面学

习之前项目积累的经验，一方面不断扩

充学习地下水方面的专业知识。她利用

业余时间自学了水文地质学课程，对地

下水的补给径流排泄有更深入的理解，

而这对于如何做到切实保护地下水源大

有裨益。徐蘇士坦言，唯有不断学习多

积累才能更好地服务工作。

“力求每一个数据准确无误”
饮水安全，关系民生大事。徐蘇士深

知，“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它。”作为监测

人员，必须做好守护饮用水的“哨兵”，绷紧

心中的弦，丝毫不能马虎。“看似简单的工

作，其实要更加用心。指标多、数据量大、

报出形式多样，不加注意就可能出现疏忽，

需要耐心和细心。”每一个数据都力求准确

无误，认真与负责是徐蘇士的信条。

转眼到监测中心已7年，曾经热火朝

天在实验室测定多环芳烃的徐蘇士，目

前正在思索密云水库总氮来源，时刻关

注饮用水源水质的变化。徐蘇士一步一

个脚印，踏踏实实工作，勤勤恳恳耕耘，

与中心其他同伴一起，默默守护首都饮

用水源的安全。

如今，徐蘇士已经是个准妈妈了，肚子

里的小家伙马上就要来到这个崭新的世

界。徐蘇士的责任更大了，但她不会慌张，

她已经是守护生命之“源”的“老兵”了。

文并摄/记者 杨雪寒

记舞韵合唱艺术团团长 郭艳芬

在生命之源“站岗”
记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水室 徐蘇士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水，生存之要素，生命之源头，北京市环境

保护监测中心水室的徐蘇士，作为首都饮用水源“哨兵”，站在“源头”为我们把关。

“梨花开，春带雨，梨花落，春入泥……”京剧的曲调荡漾在康和园社区地库的一个明朗的练习室里，郭艳芬正带

着舞蹈队的姐妹们练习这支《梨花颂》，手中的彩扇随着婀娜的舞姿上下翻飞，一颦一笑一足间，尽显风韵柔情。“这是

我们舞韵合唱艺术团成立后我为大家编排的第一支舞。”郭艳芬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