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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城管》

内容概要

《我是城管》内容简介：城管的形象不好，大有过街老鼠的意味。在国人的心目中，城管的行为可以
用六个动词高度概括：踢（担子）、翻（摊位）、踩（菜篮）、拗(杆秤)、抢（物品）、打（小贩）
。偏偏这个有文化的、曾经在国资委任职的周亚鹰被县领导任命到城管局当一把手。朋友发来短信表
示“祝贺”：恭祝兄弟出任“黑帮老大”。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周亚鹰是个硬汉子，他为了给环卫工人争工资、争设备，敢跟领导拍桌子摔水杯；他不给领导的亲戚
特批办报刊亭，口头禅是：如果可以办，你是第二个（因为不可能有第一个）；为了处理好小摊小贩
的无理取闹和记者的质问和曝光，他总是让事实来说话，绝不颠倒黑白。周亚鹰以自己作为一名城管
局长的亲身经历，用百分之百的透明与真实，展示了城管人员不计报酬、勤勤恳恳、忍辱负重，为市
民办实事的可贵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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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城管》

作者简介

周亚鹰，作家，1972年8月出生，江西广丰人。现任江西省广丰县城管局局长、党组书记，上饶市作家
协会副主席、广丰县作家协会主席，《散文选刊?下半月》签约作家、《海外文摘》杂志社签约作家。
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海外版》、《海外文摘》、《江西日报》、《特别关注》、《散文选刊》等报
刊。著有散文集《红土地?黄土地?黑土地》、《流水人生》等。
其散文《二姐》和《浪漫镇巴人》，分别荣登2010、2011年度“中国散文排行榜”，长篇纪实散文《
我是城管》获第七届海内外华语文学创作笔会一等奖，散文《母亲》获“《海外文摘》2012全国文学
征文笔会”一等奖等奖项。其中，散文《二姐》已经改编成电视连续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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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城管》

书籍目录

第一章 调往城管局
第二章 环卫工人节
第三章　环卫工人加了
第四章　垃圾车我又无法私用
第五章　不敢说爸爸是城管队长
第六章　打雪
第七章　我叫城管赶你走
第八章 我的名字被写成大幅标语并游街
第九章 哥哥想搭个铁皮屋
第十章 我之所怕
第十一章 广告垃圾箱
第十二章 人大代表的面子
第十三章 有个政协委员威胁我
第十四章 谁的素质高
第十五章 这个小城有点怪
第十六章 首长要来
第十七章 首长真的来了
第十八章 城管像个电脑回收站
第十九章 如果可以办，你就是第二个
第二十章 为环卫工人捐款
第二十一章 谁的地盘
第二十二章 审批？拍卖？
第二十三章 建条幅杆
第二十四章 环形岛改造
第二十五章 人力三轮车可不可以安装电瓶？
第二十六章 关键是抓获不到黑车的证据
第二十七章 所长“摆摊”
第二十八章 先把自己的棚子拆掉再举报
第二十九章 原来是领导的亲戚
第三十章城 管队？神狗队？
第三十一章 她说城管打她，原来是她打了城管
第三十二章 一出“人走茶凉”的双簧
第三十三章 原来是你搞的破坏
第三十四章 这是领导家，黑点好！
第三十五章 偷城市的
第三十六章 辞职报告帮了我不少忙
第三十七章 我说的话没用，是吗？
第三十八章 绿化带上有座观音菩萨雕像
第三十九章 对不文明现象说“不”
第四十章 环卫工人又加了
第四十一章 到底是谁坏了风水
第四十二章 承诺
第四十三章 杨总给我拜年
第四十四章 盘点 2011：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第四十五章 躲债
第四十六章 修桥
第四十七章 人大代表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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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城管》

第四十八章 四支特别行动队
第四十九章 拖把上树，车辆横停
第五十章 红灯
第五十一章 被告
第五十二章 园林所是你管的吗？
第五十三章 苗木基地是这样建起来的
第五十四章 砍了一棵树，去了四千元
第五十五章 人性化通道
第五十六章 灰色收入
第五十七章 真想把广丰打造成光阴文化之城
第五十八章 有为才有位
第五十九章 又一位环卫工人因车祸致死
第六十章 无奈的垃圾中转站经验
第六十一章 不能把泥沙铲进绿化带
第六十二章 清理护城河
第六十三章 城管与店主的十个矛盾
第六十四章 如此开车
第六十五章 假山下：黑夜白屁股
第六十六章 对立信访
第六十七章 狗肉船
第六十八章 荔枝火气重，缴点香蕉吧
第六十九章 治理“牛皮癣”的故事
第七十章 我也“狐假虎威”
第七十一章 忽然觉得自己心里有点阴暗
第七十二章 原来不是问罪的
第七十三章 五元钱的故事
第七十四章 把小事做好
第七十五章 县长的信任
第七十六章 找不到“爷爷”
第七十七章 找一个“裁判员”
第七十八章 “城市病”与“城市意识”
附录
一位“城管局长”的自白（梁晓声）
现实生活绽放的散文之花（王宗仁）
一句真话的力量（蒋建伟）
我看《我是城管》的“笔记体”创作（陈奕纯 ）
在混沌中照亮我们的灵魂（阿成）
一缕涤荡城市文明的春风（邓同学 ）
我想说的话（郭汉才）
城管：被制造的错觉和被忽略的真实（贾方玉）
城管局长的快意文章（白荣敏）
跋（周亚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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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城管》

章节摘录

第一章  调往城管在人们的心目中，城管的行为可以用六个动词高度概括：踢（担子）、翻（摊位）
、踩（菜篮）、拗（杆秤）、抢（物品）、打（小贩）。之前，我还在网上看到有人讨论“四害”与
“新四害”，说城管队员、工商干部、收红包的庸医和上课不传道课后开小灶的教师是“新四害”，
其危害比传统“四害”老鼠、蟑螂、苍蝇、蚊子还要大。因此，素以文化人自居的我从未想过会调往
城管局任职。但是，县委就偏偏派我到城管局，领导找我谈话，理由十分简单：城管工作极难，琐碎
、繁杂，非得有干劲有智慧有责任心的年轻干部不可，你正适合。2010年 8月16日，我正式上任广丰
县城管局，任局长、党组书记。我知道，我从此烦事缠身，挥之不去。报到当夜，一文友发来短信，
是副对联：国资委调往城管局（上联），文明人学做野蛮事（下联），文不对题（横批）。我哑然失
笑，不知此友是贺我还是讥我。又有一友发来短信：现在都说城管是流氓，真不明白你好好的国资委
主任不当竟会调到城管局去呢！还有一友这样恶心我：杨子荣再上威虎山，一个土匪都不见，纳闷间
，有人告诉他，说土匪们全都下山到城里去当城管队员了。一友更是直接：恭祝兄弟出任黑帮老大！
末了还加一句：天不怕，地不怕，只怕流氓有文化。我无言。接到这些短信时，我正在大街上察看路
灯，我的心情一如街边的灯，阴晦之极。第二章  环卫工人节10月20日，环卫所所长到我办公室，问：
“周局，过几天就是环卫工人节了，你能到所里陪环卫工人吃餐饭吗？”我十分遗憾于自己的孤陋寡
闻，因为此前，我还真的不知这环卫工人竟然有自己的节日。我立即在网上查了一下，原来是1956年
的 10月26日，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同志接见全国劳动模范、淘粪工人时传祥时说了这么一段话：“
我当国家主席，你当淘粪工人，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是人民的公仆。”刘少奇主席
的话引起全社会对环卫工人和环卫事业的尊重、理解、关心和支持。后来，各个省纷纷将10月26日定
为环卫工人节，只是有的省市定得早有的省市定得晚些，我们江西省到1996年才确定第一个环卫工人
节，今年是第十五个了。我随即问：“你准备怎么搞呢？”所长说：“2005年，江西省第十个环卫工
人节，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不但给了5万元作活动经费，还以县委、县政府名义召开了庆贺环卫
工人节暨环卫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而且，县委书记和县长亲临会场看望了环卫工人。可是，最近五
年，环卫工人们再也没有正儿八经地过过环卫节，没有搞过庆祝活动，没有开过表彰大会，也没有几
个县领导去看望大伙，县里局里也没有给过活动经费。所里每年召集十几个环卫工人代表开个座谈会
，吃个饭，算是过了节。再有几天就到环卫工人节了，您是新来的局长，要是能重视一下，去跟大伙
一起吃个饭，工人们一定会很高兴的。”我说：“停！停！停！不行！环卫工人节岂能过得如此草率
！”我忽然愤慨起来，几乎对着环卫所所长吼叫：“见鬼，现在什么狗屁玩意都讲究办个节啊庆啊什
么的，可环卫工人节这么正儿八经的节日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环卫工人如此辛苦，工资却是如此之
低，现在是多少？700元！扣除社保金，每月实际领到手的仅仅是576元。你我是多少？3000！知道吗
？3000！我们还嫌少，整天吵着要加工资。我们有他们苦吗？有他们累吗？但是，他们还在认认真真
地干着。现在，他们的节日到了，我们，作为他们的领导，居然没有办法好好地为他们的节日庆祝一
下，居然没有能力让他们好好地过上一个舒心的节日，我们有何脸面？”当然，我很快就平静了下来
，语重心长地跟所长说：“在我们这样的欠发达地区，像文化、教育、科技、环卫等事业，从来都是
说起来重要做起来不重要的。因此，我们得想方设法争取，我们得自己看得起自己，我们得借环卫工
人节这样的机会宣传环卫工作，赞扬环卫工人，提高全社会对环卫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从而提高环卫
工人的社会地位。”沉思了一下后我接着说：“这样，以城管局名义召开庆祝活动暨环卫先进工作者
表彰大会，由你所上报环卫先进工作者名单，给他们戴大红花佩红绶带，给他们发奖金，颁荣誉证书
，请县领导跟他们合影，与他们一道进餐。另外，要请报社、电视台记者拍新闻做节目，所有的费用
由局里统筹支付，你无须考虑。”10月26日。上午。9时。大会正式开始，广丰报社记者、诗人刘志明
在会上即兴朗诵了我刚写好的题为《环卫工人赞》的散文诗。散会后，分管副县长周开旺同志跟受表
彰的环卫工人亲切合影。几位环卫工人拉着我的手：“我们五年没过环卫节了！”我凝视着他们沧桑
黝黑的脸，抚摸着他们粗糙弯曲的手，心底一片潮涌。第三章  环卫工人加了100元工资环卫工人节后
，我陆续收到多名环卫工人发来的短信，其内容大多为感谢一类话语，也有反映广丰环卫现状极差一
类的，再就是请求我帮忙向政府反映，要求增加工资。我想也是，就起草了个书面报告，力陈环卫工
人工作之劳累，强调环卫工人收入之微薄，描述环卫工人生活之艰辛，要求为环卫工人增加工资，越
多越好。想不到报告给了领导之后就再也没了回音。我又报告，又没有回音。再报告，还是没有回音
。环卫工人渐渐地对我失去信心，便集结起来，声言要辞工。一天，约四十位中老年妇女来到城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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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城管》

，嗓门挺响，声音大得有点夸张，原来都是环卫工人，她们告诉我：“周局长，你来以后，对我们很
是尊重，让我们过环卫节，给我们上电视，还在街上挂了那么多表扬我们环卫工人的标语，但是，我
们不要这个，你要是真的肯帮忙，就让政府给我们加工资吧！你看，十年前，我们的工资就500元了，
十年了，就涨了100元，社保一扣，实际上就增了76块，你看那物价涨得让人心慌。我们现在要是到小
饭馆去洗碗，少说也有个千儿八百的，还包中餐，只是当了这么多年环卫工人，还真有点舍不得，要
不，咱早就辞工了。现在大伙都说你好，你能关心咱环卫工人，因此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要是像你
这样的局长也帮不了我们，那我们只好辞工。”我劝道：“不着急，我已经向政府报告了，政府说要
研究一下。”就在这个时候，县委调整干部，环卫所长郑道贵同志调离，新任所长梅宗华到任。梅所
长一上任就立马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他每天给我打几次电话，说又有人辞工了，可是年关将至，垃圾
量越来越大，问我怎么办。我说：“能怎么办？县里又不肯出钱，难不成我们从家里拿钱来为环卫工
人增加工资啊？再说家里也没这么多钱！”气话归气话，争取的力度却一点也没减小。有几回，我甚
至赖在领导们的办公室里不肯走，领导被逼得没办法，就说：“你到周边县市问问，看我们环卫工人
的工资是不是最高的，写个调研报告，让财政局提个意见。”我知道领导是在推诿，意在让我知难而
退。可是我偏偏知难而进，当天就组织人员赴周边多个县市区（包括相邻的浙江江山市和福建浦城县
）调查对比，从平均清扫面积、作业强度、工资标准、社保缴款和其他综合福利水平进行全面对比。
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结果：广丰环卫工人的个人清扫面积为所有县市区中最大，个人平均清
扫面积达到8604平方米，国家标准为5200平方米，全市平均水平不到7000平方米，可是，收入水平却
处于中下游。三天后，我将一份注满心血更充满希冀的调查报告送达相关领导和财政部门。相关人员
瞄了一眼，轻描淡写地说：“这些环卫工人真是无理取闹，不知满足，上半年刚为他们解决了社保问
题，现在又闹加工资了，这股风要坚决抵制住，要不一闹就解决，一闹就涨工资，他们还不得天天闹
？”我有点沉不住气，声音和语气就显得生硬：“环卫工人可是社会最弱势的群体了，以他们的劳动
性质计算，工资应该比我们还高，可他们只有576元，他们跟我们一样，也养着一个家呢！”最后，领
导终于开恩，把给环卫工人增加工资列入了县政府常务会议题，同意增加工资100元，接着县委常委会
又议了一下，同意县政府常务会意见。议完后，有位领导告诉我：“亚鹰，县里对环卫工人已经够重
视了，对你城管局够意思了吧！”我有气无力地说了声谢谢，走出了会场，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不
知，当我告诉环卫工人增加工资100元的消息后，环卫工人会有怎样的反应？我不知道，就算加了100
元后，环卫工人仍然只有不到700元的月收入，我不知他们如何过年？我更不知道环卫工人辞工转行的
现象会不会因为加100元工资而消失。我真的不知道。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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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城管》

媒体关注与评论

读罢长篇散文《我是城管》，头脑中依次而迅速地产生两种联想：首先联想到的是电影《警察局长的
自白》和《撞车》；随之联想到的是——《我是城管》如同一份起诉书。——著名作家　梁晓声《我
是城管》是一篇从现实生活中绽放的散文之花，作者以亲历的身份，用真实、生动的描写，展示了城
管人员不计报酬、勤勤恳恳、忍辱负重，为市民们办实事的可歌可泣的品质。——著名作家　王宗仁
“我是城管”——是口号，是责任，更是一种大胸怀。我猜测，读到这篇散文的人一定会有这样的感
悟的，当然，也希望像他这样的八品官能越来越多。——中国散文年会组委会主任、著名作家　蒋建
伟和古代的文人一样，周亚鹰也有一种强烈的文人情怀。——中国书画院院长、著名作家　陈奕纯城
市管理是一个综合的、复杂的系统工程，任务繁重，难度很大。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城市意识的
不断提高，“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人民管”必将变成现实。——江西省上饶市委常委、广丰县
委书记　倪美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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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城管局长道出了城管的无奈。如果说随风打酱油的城管是从下写的城管生活，那么这本书就是从
上往下看的城管的工作。城管，一直是个争议的话题，可是没有城管，城市估计也会乱的不行。也许
，国务院设计一个城管部，是一个解决的办法。
2、自上而下的分析
3、城管人的心里话，不一样的视角
4、这书很好,现实性思想性都很强.
5、建议所有媒体，看完这本书，再来评价城管，这个职业新也不新，大概大家都太忙没有时间去细
细体会，便在网络时代尽情宣泄，却忘了城管本身也是一份职业，他们也应得到该有的尊重。
6、去年的获奖作品，有写作意愿的朋友可以看看，非常贴近生活，可读
7、写出了城管工作开展的难度，道出了城管的辛酸
8、为了他的勇气。
9、正在看呢  好书
10、朋友推荐，刚开始读，感觉不错，
11、更多人应该读这本书，它是不该被淹没的声音
12、T朝屁民们谁都活得不容易。。@KWLNNG
13、20140706第一次办完借书卡后从自助图书馆借的 本来想找的是城管来了 但这本也还行吧 以某乡城
管局局长的位置来看 有的时候自卖自夸 但写的大多时候很有一种官方（？）的语气 一般般
14、书满意，发货速度有待提高。
15、我是城管队员，只有干这行才知道做城管的无奈与辛酸，这本书是我们城管的知己。
16、瞒好,有点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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