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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小蕊）城市内河道生态及景
观补水、道路喷洒、建筑施工、工业企业用
水……再生水的使用率正逐年增大。水是生
命之源，属于资源型重度缺水城市的西宁积
极推进再生水应用，成效显著。5月14日，记者
从西宁市节水型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获悉，目前，西宁市区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26.76%。

什么是再生水？再生水都用在哪里了？
其实，我们身边处处有再生水的“身影”，碧波
荡漾的北川河湿地公园、宁湖湿地公园……
这些景观水系的补水全都有再生水的“功
劳”。据了解，西宁多年平均降水量约426.7毫
米，属资源型重度缺水城市。紧缺的水资源
形势决定了西宁决不能仅仅靠天吃水，而是
要通过技术手段来为城市丰富水源。这其
中，再生水资源的利用就是有效的一种。所
谓再生水，也被称为中水，是指生活污水或工
业废水等经过处理、达到一定水质指标后，就
变成了可在非饮用领域循环利用的再生水。

近年来，我市高标准建设城市污水处理
和再生水回用工程，不断拓展污水再生水利
用途径，配套建设市第一再生水厂、市第四、
第五污水处理厂中水回用和污水处理厂尾水
利用湿地工程等，再生水使用量达3466.08万
吨。5月12日，在东川工业园区的一家企业，记
者了解到，该企业再生水利用占比60%，一天
内达到4000立方米左右。再生水利用在企业得
到大力推广。据西宁市节约用水办公室有关负
责人介绍，西宁市出台了《进一步稳定工业经
济增长的若干措施》，对使用中水的企业给予
每吨水减免0.8元的排污费补贴，鼓励城市景
观、绿化、道路喷洒、建筑施工等城市杂用水及
工业生产用水优先使用再生水，中水使用率正
逐年增大。

本报讯（记者 肖芳）日前，西宁市中级人
民法院召开全市法院涉黑涉恶案件财产执行
工作推进会，会议在分析总结前一阶段工作
的基础上，对开展扫黑除恶“六清行动”进行
了安排部署。

会议指出，2020 年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成果全面检阅之年。开展扫黑除恶“六清行
动”是专项斗争新的阶段性要求，既是中央部
署的硬任务、硬要求，也是专项斗争工作闯关
夺隘，夺取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全市法院执
行干警要聚焦“六清行动”目标任务，全力攻
坚克难，以如期完成“黑财清底”要求，向党和
人民交出满意答卷。

会议要求，一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
担当。全市法院执行干警要将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工作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进一步
强化使命担当，以更加扎实作风，更加优异成
效，全力做好涉黑涉恶案件财产执行工作，确
保中央、省市委和上级法院对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的各项部署落到实处。二是用好用足强
制执行措施，全力做到“黑财见底”。要严格落
实“两高两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
中财产处置若干问题的意见》，做到“打财断
血”不留死角，“深挖根治”精准执行。三要规
范执行行为，确保案件质量。要吃准吃透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各项工作要求，在财产查控方
面精准施策，在财产的处置方面坚持严格依
法按程序办理，确保每一起涉黑恶势力犯罪
案件都办成经得起时间和法律检验的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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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01版）如果你的丈夫在婚后不
久，就因疾病双目失明、四肢蜷曲，孩子幼
小，你又会做出怎样的抉择？

面对人生的重重磨难，董文英，用一个
小女人柔弱的肩膀扛起了孝老、爱亲、护夫
的大旗，亲情爱情绊得她举步维艰，责任感
支撑着这个命运多舛的弱女子，世界愈悲
伤，她愈坚强善良。当挫折来了，她挺身面
对、向上，不退缩、不屈不挠、不怨天尤人，勇
敢去接受人生所有挑战，绝不向命运屈服，
在逆境中坚守34年。

疯哥哥疯哥哥

因为一场意外，董文英的二哥受到惊吓
精神遭受刺激，后与同事产生纷争，接连的
打击让原本教学优秀，深得学生喜爱的二哥
精神逐渐异常。自生病后三年，二哥已不能
站在讲台上给学生授课。他见人不是骂就
是打，人人避而远之。因不堪丈夫精神失常
的折磨，嫂子带着三岁的孩子，离开了董文
英的二哥。

照顾哥哥还是寻找自己的生活归宿？
善良仁义的她，不忍心看着哥哥颠沛游

离，居无定所，食不果腹。
她义无反顾地把哥哥接回家，把照顾哥

哥的重担扛在了自己还稚嫩的肩膀上。
这一扛就是26年。
她用自己微薄的收入带着哥哥到处求

医问药，但始终没有治好，哥哥病情一年年
加重。

哥哥精神失常，不让人靠近，对董文英
也是经常拳脚相加。到后来，发展到瘫痪在
床的地步。董文英当时还是一个未出嫁的
姑娘，困难可想而知，她悉心照料，每天给哥
哥洗脸，刷牙，喂饭，定时翻身，擦洗、剃头、
端屎端尿，时常带到医院救治，像照顾婴儿
一样照顾这个大男人，还要忍受哥哥拳头和
脾气。卧床10多年，哥哥始终被收拾得干
干净净、清清爽爽。她说，我哥哥是个老师
出身，要让他体面。

“很难想象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董文英
在这么多年中照顾哥哥的。”了解情况的朋
友们都对董文英的坚持表示敬佩。

后来，董文英一家被照顾搬进廉租房，
一室一厅，她们一家三口挤在客厅，却把唯
一的卧室让给哥哥居住。

2019年11月，哥哥拉着她的手，在她的怀
中安然离世。抢救哥哥的医生安慰哭泣的董文
英：“有了你的照顾，你哥哥没有受什么罪，多
活了这么多年，这是他不幸中的万幸。”

病妈妈病妈妈

其实，董文英人生的不幸从她 18 岁时
就开始了。这一年，董文英家的天“塌”了。
在乡村任教一生的父亲刚刚退休，就被病魔
夺去了生命。全家失去了生计的来源，七八
口人的生计一下子成了问题。董文英主动
放弃了优异的学业，和姐姐到湟源县城以给
人理发谋生。她清楚地记得，家里实在倒不
出一滴油来做饭的困境；清楚地记得到处借

钱治病受到的冷眼和挖苦；清楚地记得自己
的鞋底破了洞却没有钱换一双新的下雨下
雪灌水，仍穿了很久；清楚地记得冬天被子
上的寒霜……

除了生活的困苦，风雨飘摇中的董家
还要面临一个精神失常到处闯祸的“疯
子”，一个因辛劳多病缠身、哭瞎了眼睛的
老母亲，还有两个弟弟。矮小孱弱的她到
县城投奔姐姐，可婚姻不幸的姐姐，生活
更不如意，姐妹俩给人理发勉强度日，把
挣来的钱一分一厘都贴补到家里。即使这
样，家里也经常揭不开锅。

面对这样的家庭，聪慧勤快的董文英完
全可以离开，像那些不能接受生活重压的人
们一样，选择逃避，规划自己的人生。

可是，淳朴坚强的她却割舍不下那份亲
情，放不下心中的责任。

生活再艰难，也要一步步走下去。
母亲已缠绵病榻，家里有两个卧床的病

人，董文英的生活全被照顾病人占据，失去
视力的母亲因膀胱炎的折磨，每隔20多分
钟就要如厕一次，让守候在旁的她整夜无
眠。

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可是董文英
却在这样的艰难中，一边拼搏生计，一边照
顾着病人，在生活的艰难和琐碎中坚守孝道
和责任，顽强地支撑着这个破败的家庭。

在她无微不至的照料下，多病的母亲多
次被她从鬼门关拉回来。直到 2014 年，遭
受百病折磨的母亲，83岁高龄，才怀着对儿
女们的万千不舍，撒手人寰。

盲丈夫盲丈夫

董文英嫁人了。那一年，她41岁。
她长相端正，善良能干，找个好夫婿本

来不是什么难事。
难在她要带着病妈妈和疯哥哥要一起嫁。
多少小伙子就这样被吓退了。
缘分还是来了，无父无母的米庭生愿意

和董文英一起分担她的苦难，照顾她和她的
家人。

在最艰难的时候，他的到来，无疑给董
文英苦难的生活增添了光彩和希望。

43 岁，她历经几次小产后生下了女
儿。“生活太累了，白天忙生计，晚上整夜照
顾两个病人，孩子能出生太不容易了。”她流
着泪又笑了。孩子可爱聪慧，给这个家庭带
来不少欢乐，而丈夫对母亲和哥哥的包容照
料，让她心生感激。苦难的生活因为有了分
担而充满希望。

董文英拉扯女儿，照顾哥哥。在湟源县
西关社区的帮助下，成为社区协管员，每月
有了几百元的收入可以贴补家用。丈夫则
辛勤打工赚钱，两人希望通过自己的劳动让
日子一天天好起来。

可是，屋漏偏逢连阴雨，2015 年，米庭
生突感身体不适，到医院一查，竟然得了脑
瘤。手术费花去了16万多元，命是保住了，
丈夫的双眼却什么也看不到了。

哥哥还在病床上，孩子还只有 4 岁，

丈夫失明不说，在严重的风湿折磨下四肢
开始蜷曲，患上了糖尿病，更有高筑的债
台……这一切足以压垮一头大象，更何况，
她只是一个弱女子。一连串的打击让董文
英几乎喘不过气来。

突遭病变，丈夫难以接受自己一下子从
身强力壮变成事事需要人照顾的“废人”。

米庭生悲观绝望。俗话说，贫贱家庭无
贤妻，丈夫的心里一定充满对未来的恐惧，
但善良的董文英不离不弃、生活上全心照
顾、思想上耐心开导，让他重新树立了对生
活的信心，他的风湿病得到控制，现在可以
自己下厨做饭吃了。可爱的女儿9岁了，已
经成为妈妈的好帮手和爸爸的小助手。这
个苦难的家庭，只有一室一厅的小屋，被收
拾得干净整洁，满满的是爱和温馨。

爱生活爱生活

“生活多难，可人间有爱，有太多的人帮
助我，鼓励我，生在这样的家庭是我的不幸，
可是生在这样的国家和社会我又是幸运
的。”董文英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她个人
虽然屡遭不幸，可总有伸手援助的人。

理发时，有一位老师落下1000元钱，极
端困难的她等了一个月，将钱还给了又来理
发的老师。有一位当兵的人准备理发后回
老家，却把600元钱丢到了理发摊上，董文
英制止了想要捡走钱的人，把钱还给了当兵
的人。后来，这位老师给她联系到一家长期
理发的生意，而当兵的人在她急需要钱的时
候，请他去兵营理发，解了她的燃眉之急。
后来，是西关街社区的书记牛淑娟在走访时
了解到了她家的困难，把她招进社区做协管
员，每月有了固定的收入，社区班子对她多
方照顾。

给哥哥看病，董文英欠下不少债。丈
夫的手术因享受大病保险，国家报了8万
多，这让董文英感慨生在好社会。“要不
然，我拿什么给他看病呢？”哥哥去世，学
校给了一笔抚恤金，董文英想用这些钱来
还给哥哥及丈夫看病借下的巨额债务。在
主张哥哥抚恤金的问题上，湟源县委组织
部、湟源县城关镇政府、西关街社区都伸
出援手，给了她力量和温暖。湟源县委组
织部的负责人对记者说：“董文英用自己的
言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放弃自
我，孝敬老人，爱护亲人，夫妻情深，在
琐碎的病榻前浇筑亲情之树，牺牲自己，
同样是英雄。”社区的牛书记说，一个普通
群众，没有豪言壮语，在逆境中不放弃不
抛弃久病的亲人，她的这种精神，值得我
们学习和倡导。

董文英在一家保险公司找了份工作，
“要多学习，把业绩做好。”50岁出头的她
每天努力学习新技能，“女儿还小，我要给
她树立好榜样，我跟不上时代要求，怎么
跟孩子交流。”谈起未来，她是那么乐观，

“希望今年搬回新家，丈夫的身体好起来，
自己多挣一点钱，早日还完大家的债务，
让生活更好起来……”

34年,她面对疯哥哥病妈妈盲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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