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12 日，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指挥部召开重点工作周调度会议。 会议
释放信号，规范志愿服务、抓好交通劝导、出租车行业专项整治、打击私拉乱接、“飞
线充电”行为等方面工作仍需巩固提升。

安康入选 2021—2023 年创建周期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名单以来，全市整合
各方资源、动员各方力量，全力构建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文明委组织协
调、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文明创建新格局。 于此，让我们再一次看
到文明城市的“春天”。 同时，也看到了我们城市与文明城市要求的差距。

安康城区这一些不文明现象存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安康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
决定了创文工作中“人”和“物”的持续保障存在一定困难，且促进文明行为的相关法
规设立后，市民知法守法仍有差距，公共文明行为法治意识仍有待进一步提升。

“创文”没有捷径可走，无论是城市环境改善的“面子”，还是市民素质提升的
“里子”，都要扎扎实实下硬功夫。 如今，“全民创文”使“不文明现象”的生存空间正
在不断被压缩，但是，斩草还要除根。 要从制度设计和法规保障上彻底封闭“不文
明”的生长渠道，加大打击和惩治力度，对标整改，攻坚补短。 同时要提高市民对创
文工作的认识，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各个环节，全面
提升市民的综合素质，让文明的思维、文明的行动、文明的表达、文
明的生活，早日成为广大市民的“标配”。

让文明早日成为广大市民的标配
记者 陈楚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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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2 北京马拉松上感动亿万网民的张
顺，经过短暂休整，每天又准时出现在北京玉渊
潭公园进行晨跑锻炼。 19 日早晨，刚刚跑完 10
公里的他显得轻松自如， 回忆起此次北马赛事
仍觉得历历在目，“现场观众的掌声和欢呼、‘关
门兔’的陪伴和鞠躬，让我无比感动，那一刻我
更想鞠躬致谢。但当天能完赛已是咬牙坚持，非
常担心最后体力不支摔倒在地。在这里，我要向
他们深深鞠个躬！ ”

“86 岁，依然能跑，依然在跑”“体育精神最
好的诠释”“岁月并不能停止我们的热爱”“生命
不息，运动不止，为老人点赞”……这些天，“北
马最后一分钟”刷屏出圈，很多网友对这位热爱
生活、执着奔跑的老人不吝赞美，纷纷致敬“坚
持的力量”。“如果可能，我会一直跑下去！”谈起
未来，年逾八旬的张顺口气坚定。

北马情缘

2022 北京马拉松比赛的最后一瞬，注定会
成为体育赛事的经典画面， 长久地定格在人们
的记忆中———身形瘦削的张顺虽然气喘吁吁，
但坚持以跑步姿态迈过终点线； 十余名 “关门
兔”完成陪伴后，集体向老人鞠躬致敬；站在拱
形门下，张顺犹如跨过胜利之门的战士，面对掌
声和欢呼驻足微笑、挥手致意……

然而，6 小时 12 分 15 秒，最后一个完赛，这
样的成绩与张顺赛前的目标相去甚远。

北马因疫情暌违两年，今年重启。作为高龄
跑者，张顺格外珍惜这次参赛机会，很早就开始
了备战。

“尽管速度不快，但今年以来每月的跑量都
在 400 公里以上。 而且我会以自己的速度跑自
己心中的马拉松，不出意外的话，5 个半小时就
能跑完 42.195 公里！ ”

遗憾的是，张顺在比赛中“闹肚子”，去了趟
厕所，耽误了时间，以至于超过计划 40 多分钟、

用了 6 个多小时才完成比赛。
意外的发生 ， 并没有阻挠老人完赛的决

心，他的积极乐观、坚持到底 ，成就了 “北马最
后一分钟”的经典。 “目送老人跑过终点，很多
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身为“关门兔”的毛大
庆说，“我招呼大家并排站好，给站在终点远端
的老人和赛道两侧的志愿者、裁判员们深鞠一
躬。 ”

“虽然成绩上有些遗憾，但很满足、也很感
动，因为有那么多人支持我、鼓励我。 ”张顺对记
者说。

本次北马的经历， 无疑将成为张顺的难忘
记忆。 而老人的北马情缘，则要从 20 世纪 80 年
代说起。

“1989 年，北马队伍从家门口经过，当时特
别羡慕参赛的运动员。 ”从小就热爱跑步、长期
登山的张顺有着扎实的锻炼基础， 初识北马的
难忘情景让他萌生了“有朝一日可以参赛”的愿
望。

随着北马邀请大众跑者参赛，张顺在 2004
年首次站上北马赛道。 4 年后的 2008 年北马赛
场， 他创造出 4 小时 17 分 19 秒的个人纪录。
“千年古都实现了奥运梦想，奥林匹克精神鼓舞
了我，让我跑出了最好成绩。 ”张顺激动地说。

近年来， 张顺开启全国跑马之旅。 除了北
马，他还到厦门、桂林、无锡等地参赛。迄今已跑
过 20 个全程马拉松、2 个半程马拉松赛事。 一
块块完赛奖牌、一张张成绩证书，镌刻下老人奔

跑的身影，诉说着他与马拉松的深厚情缘。
2022 年北京成为“双奥之城”。 站上北马赛

道并顺利完赛，张顺感到无比自豪。 “这是第 40
届北马，也是北京成为‘双奥之城’后的第一次
北马。能够见证并参与其中，对我来说是一个里
程碑。 ”

勇于追梦

冬日的北京，最低气温接近零摄氏度。 每天
清晨，张顺都会从家中出发跑到玉渊潭公园，完
成计划中的跑量。

“只要天气和身体允许，每天都要出来跑一
跑。 ”张顺说，完成一个全程马拉松，要有比赛中
咬牙坚持的勇气，更要靠持之以恒的锻炼。 “实
现梦想，必须日复一日点滴积累。 ”

长期坚持晨跑锻炼的张顺， 已是玉渊潭公
园里的“名人”，很多跑友都愿意跟他一起跑，分
享切磋跑步经验。 今年 65 岁的长跑爱好者王国
祥 10 年前结识张顺，“一开始我跟着他跑，向他
请教跑步要领，对我的帮助和触动很大。 ”王国
祥说。

在张顺记忆里，跑步一直陪伴他成长。生于
延庆农村的张顺， 上小学时到学校有 3 公里路
程。每天都是跑着去，放学再跑回来，“感觉挺快
乐”。 长大后参军入伍，10 公里或 20 公里户外
拉练是“必修课”，“部队的经历，不仅夯实了我
跑步的基础，更磨炼了不怕吃苦的意志、培养了

积极乐观的心态。 ”
无论工作的辛劳，还是在家里忙碌，他都认

为“没什么过不去的，耕耘总会有收获”。对于跑
马拉松，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悟，张顺则是“一
进入赛场就像上了战场”， 大雨也好烈日也罢，
他从不轻言放弃。

“坚持源于梦想，父亲是一个勇于追求梦想
的人，他带给我很多正能量。 ”张顺的女儿张晨
曦说，当她面临人生困惑时，常常会从父亲那里
寻求力量。 “他有种坚定的信念，常在我‘跌倒’
时‘扶’起我，让我能继续向前。 ”

“跑步会经历三个阶段：痛苦的坚持、习惯
的守候、愉快的享受。 ”王国祥参加过国内外多
项马拉松赛事，作为资深跑友，经常与张顺探讨
对跑步的理解和对人生的感悟，两人交流互鉴、
惺惺相惜。 “跑步可以锻炼身体、磨炼意志、修炼
精神，能跑下去的关键往往不是有没有体力，而
是有没有心力 ， 老张就有一颗坚定而强大的
心。 ”

永不停步

退休后，张顺有了更多时间从事长跑运动。
他加入了北京市长跑俱乐部， 在专业人士指导
下进行训练。 多年来写了 30 多本“跑步日记”，
既记录下风力、气温、路线、配速、跑量等跑步的
情况， 也记录下他对运动的探索、 对生活的热
爱。

每天晨跑后回到家， 老伴岳民英已准备好
热气腾腾的早饭。 “跑步是他的生活，知道他喜
欢，我们都全力支持。 ”这种支持是全方位的，每
次比赛前， 岳阿姨都会细心准备好衣物、 药品
等，并时时处处关注张顺的身体状况。

“军功章有我的一半，也有她的一半。 ”张顺
笑呵呵地说，“我们彼此理解、互相支持。 她喜欢
旅游 ， 我就陪着她去游览名胜古迹和大好河
山。 ”

“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我每天想的就是怎么
让身体更健康、让生活更有意义。 ”除了跑步，张
顺还喜欢爬山，泰山、华山、黄山等都留下了他
的足迹， 京内大大小小的山峰更是一有时间就
去“打卡”。

在张顺身上，年龄似乎只是一个时间概念，
很多人打听他“青春永驻”的秘诀。 岳民英说，
“长期跑步让老伴多项体检指标非常‘年轻’，很
多医生都赞叹不已。 ” 张顺则说，“除了体育锻
炼，还有我喜欢挑战的性格和不服输的劲头。 ”

如今，长跑早已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很多
老年人也借此展现活力、拥抱青春。在玉渊潭公
园往来穿梭的跑团队伍中，像张顺、王国祥这样
的老年人不在少数。 “马拉松可能不适合所有的
人，但每个人都应该动起来，找到适合自己的运
动。 ”张顺说，年轻人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体
育锻炼十分必要；老年人更应该多出来走走，让
运动和健康更加长久。

多年的长跑人生， 让张顺收获了健康、快
乐、友情……回顾参加过的一场场马拉松，抚摸
一块块完赛奖牌，张顺如数家珍、倍加珍视。 “我
会带着对马拉松运动的感悟和思考，跑出‘不老
人生’。 ”

也许有一天，张顺不再参加马拉松比赛，但
他的“不老人生”将会激励着一批批充满热爱、
饱含激情的长跑爱好者， 鼓舞着一代代憧憬未
来、努力奔跑的追梦人，永不停步，永远向前。

（参与采写：李春宇 郭沛然）

“以前的作品，放到现在也有现
实意义。 ”我市各个行业领域掀起创
文热潮，71 岁的赵红桥则选择将自
己刊发过的新闻漫画作品整理出
来， 并将照片转发至抖音和微信朋
友圈。 这些作品里有讽刺占道经营
的，有讽刺乱扔乱倒垃圾的，还有讽
刺违反交通规则和破坏公共设施的
……仔细观察， 作品落款都是 “五
一”，创作时间都较为久远，其中一
幅创作时间甚至要追溯至 37 年前。

1951 年 5 月 1 日出生于西安
的赵红桥， 将自己的笔名定为 “五
一”。其作品表现群众生活的点滴日
常，画给普罗大众看，赵红桥用大半
辈子解答了 “执笔为谁”的命题。

能用好筷子时， 赵红桥便学会
了握笔。 涂涂画画，挥洒天性，纸笔
是他童年最忠诚的玩伴。 “上初中
以后，结识了长安画派几位画家的
子女，我便成了陕西美协家属院的
常客。 ”赵红桥回忆，在指点过自己
画家中，油画家蔡亮对自己影响最
大。 “他当时告诉我，造型能力一定

要加强，以后会受益无穷。 所以我
在造型上特别下功夫。 造型能力就
像盖房子打地基， 地基打不好，楼
再高也要坍塌。 ”在赵红桥看来，印
象派 、野兽派 、综合材料派……如
今各种画派争奇斗艳，玩艺术的大
有人在，欣赏角度也各不相同。 但
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画作的欣赏
群体主体是普罗大众，绘画要让大
家能一眼看懂。 从大众审美的角度
考虑，造型就非常重要了。

考入西安印刷学校后， 赵红桥
获得了每周去新华书店实习的机
会。 根据个人爱好，他被分到了图片
画册门市部。 赵红桥因此认识了一
大批美术爱好者，在互相切磋中，赵
红桥的国画、油画、版画、水彩等理
论知识和应用技巧又跨了一大步。

1969 年， 赵红桥被分配至安康
日报社工作。 “刚来时在印刷车间工
作，后来开始配合编辑的文稿，创作
一些漫画作品。1978 年初，我正式成
为一名美术编辑。 ”

找准“战场 ”，赵红桥用擅长的

白描手法作插图、漫画和连环画，转
折顿挫、外柔内刚，他寥寥几笔，纸
上的人物像要动起来。 “当时的纸媒
比较有影响力， 我的创作精力也比
较旺盛， 一年省内外报刊可发表漫
画题图 300 多幅。 应各大出版社邀
请， 绘制的 《宋金采石之战》《猎寇
记》《第一个罪犯》 等连环画作品的
反响也不错。尤其是《中国妇女报》，
还邀请我创作妇女题材的刊头画，
他们用了十几年。 ”赵红桥补充说。

谈到自己的工作成就，赵红桥
首先便是感恩报社，给了自己展示
自我和革新自我的平台。 ”也正是
因为这份感激，1996 年央视 《焦点
访谈》“中国卡通的期盼”专题节目
中 ，他作为故事的主角 ，放弃了全
国地市报新闻美术委员会副主任
等头衔，坚持署名———陕西安康日
报社美术编辑赵红桥 。 耳濡目染
中，赵红桥的两个儿子也与漫画结
下了不解之缘。 “大儿子成了‘获奖
专业户’， 两个儿子都创办了自己
的动漫公司。 ”赵红桥说。

创作为赵红桥带来收获， 也带
来了“麻烦”。

多年前， 赵红桥创作了一组漫
画，讽刺城市管理乱象。 对方来势汹
汹，讨要说法。 赵红桥则大方回击：
“漫画是艺术创作，针对的是社会现
象而不是具体对象， 讽刺也是社会
上的不正之风。 谁对号入座那便是
谁真有问题。 ”

时隔多年， 赵红桥觉得自己这
些作品没有过时。 “这些社会陋习仍
旧存在， 我的这些作品还是能刺痛
某些人。 ”赵红桥曾在抖音上刷到过
群众视角的 “红马甲”， 但评论中，
“演戏”之类消极、质疑色彩的词汇
反而高频出现。 “创文不是刷大白
墙，只有表面工作是不行的。 要改变
那些骨子里的陋习， 就要从问题下
手，从人下手，从人的家庭教育、学
校教育、 社会教育等各个方面全面
提升综合素质。 ”作为一名曾经的新
闻工作者，赵红桥觉得，社会需要唱
赞歌的人， 但那些有观点有态度的
声音，则是更有力量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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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岁，依然能跑，依然在跑”
———2022北京马拉松最后一名完赛者的故事

新华社记者 王明浩 孔祥鑫 杨淑君

短评

赵红桥曾发表的漫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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