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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一，
也得去大棚干活

跟多数大棚种植户一样，王凤
涛一家即使是除夕、大年初一也
都在赶着时间表忙碌着。

初一早上还不到六点，屋外
还是黑蒙蒙一片，伴着村里不断
响起的鞭炮声，王凤涛一家也早
早起床了。农村人都有起大早拜
大年的习惯，一家人迅速收拾
好，吃上碗热腾腾的饺子，赶紧
出门给人拜年送福去了。

王凤涛告诉记者，到了过年，
很多人都是放假在家，有大把的时
间可以拜年，跟亲朋好友唠嗑、打牌
等，可对于大棚种植户来讲，初一与
平常时日相比，并没有多少不同。拜
年后还得赶紧到大棚里干活。

当天上午8点多，王凤涛也跟
老父亲匆匆来到自家蔬菜大棚，
先在自家大棚旁点上一支鞭炮，
盼望来年丰收赚大钱，然后趁早
拉起大棚草帘子，分头干活，摘
烂叶，给棚里的苦瓜授粉，两人
得整整忙活一个上午。

王凤涛告诉记者，虽然碰上
过年，确实忙活了点，但苦瓜价
格卖得好，再忙，心里也倍儿高
兴。

菜卖个好价钱，
比啥都实在

年年春节，很多农民还得在大
棚里干活，然后抽着空买新衣服、
准备年货。

大年初三上午，在王裴村附近
的一间蔬菜大棚内，王凤涛一家又
在里面忙碌了起来。如果不是大棚
门上张贴着鲜亮的红彤彤的大“福”
字，还真感觉不到一点年味儿。

王凤涛家的大棚有80米长，虽
然不算大，但却是一家生活收入的
重要来源。王凤涛告诉记者，大棚
里蔬菜生长关键是靠有个好天气，
但相比往年，去年的天气状况一直
不好。“农民，都是靠天吃饭”，王凤
涛感叹着说，对于他们来讲，新的
一年能风调雨顺，大棚里的蔬菜有
个好收成，菜卖个好价钱，这比什
么都实在。

今年好好干，
提前把车贷还上

大棚菜卖了好价钱，而王凤涛
一家也赶着去年年尾买上了自己
的小轿车。“有钱没钱，开车过年”，
王凤涛开玩笑地说，一家人心里别

提多高兴了。
他告诉记者，以前过年过节出

门走亲戚都是骑着电动车，不仅天
寒地冻，而且非常不方便。经常看
着别人家能开着自家小车暖暖和
和的出门，自己心里就暗暗盘算
着，“啥时候能开上自己的新车”。

于是，在去年夏天，王凤涛学
出驾驶证后，也终于在去年腊月二

十四，在付完首付后，贷款买了一
辆斯柯达精锐。

谈及新年的新打算，王凤涛
说，虽然去年买了新车，但贷款买
车，总觉得还不是自己的东西，心
里不够踏实，“2012年第一个愿望就
是使劲干，多赚钱，早日能把车贷
还上，真正的开上自己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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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农王凤涛2012年的第一个愿望：

“使劲干，把车贷还上”

城市光明守护人李云平：

“路灯亮起来，才安心”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

工作一天的市民们开始享

受热腾腾的晚餐。而此时，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却依

然悄无声息地穿行于大街

小巷，用双手擦亮城市的

“眼睛”——— 路灯。他们就

是路灯管理所的路灯维护

工人们，与雨雪作伴，跟黑

暗抗争，为的是带给城市

一路光明。

1973年出生的李云平，

是昌乐县路灯管理所检修

一班的班长，从事路灯管

理工作八年来，他数年如

一日地履行着一个路灯人

的职责，留下了一段朴实

却不平凡的故事。

生活，跟路灯
“绑”在一起

初见李云平，跟其他工人师傅
一样，因为随时有任务，所以他在
上班时间一直穿着工作服、绝缘
鞋，戴着安全帽，一身标准的路灯
人打扮。

特殊的工作性质，决定了路灯
人的生活必须跟路灯“绑”在一起，
白天在城区安装、巡检，晚上也要执
行出勤任务。就冬季而言，因为天黑
的早，路灯亮的早，不等下班就已是
晚上巡查时间，所以李云平和同事
们都是在晚饭之前就上路巡修了，
整条线路转下来，就到了晚上九点
多钟，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忙到深夜
十一二点也是常有的事。

昌乐县路灯管理所所长胡福
军用三句话概括了路灯管理工作
的特点，那就是“天色越黑越往外
跑、天气越恶劣越往外跑、节假日
越忙越往外跑”。

李云平在所里是位不折不扣
的“元老”，从建所之初他就来到这
里工作，那时整个城区只有不足500
盏路灯，而现在随着城市建设的快
速发展，县城路灯总数已达到14200
盏，现在城区多数的路灯都曾经过
他的双手。当聊起他这些年做一个
路灯人的辛酸时，他总是笑笑说：

“看路灯安全亮起来，才安心。”

“占便宜”
最多的检修师傅

对于路灯的日常管理，虽然路

灯管理所设有总监控室，但这也只
能在整条线路出现异常的时候给
予警示，平常只有几盏或者个别灯
不亮的时候，还是必须靠检修人员
每天不间断的巡查才能发现，这种
情况占到了日常工作量的80%。

管理所现有两个检修班组，每
个班组只有三个人，每天要对14200

盏灯进行巡修，如此大的工作量，
一天下来，每辆巡修车所行的路线
长达110公里，因此，任务重、人员少
成为现在最大的难题，而李云平在
这样的工作环境中，练就了一身好
本领，一干就是八年。

1992年，李云平毕业于昌乐县
职业中专机电专业，这些年来，他
一直没有放松学习。2006年，李云平
考取了路灯检修升降作业车的操
作证，成为所里唯一一个拥有此证

的师傅；同时他拿到了电工以及维
修工的上岗操作证。现在，城区的
部分路灯已经换成节能环保的
LED灯，李云平又拿起书本，自学
起了LED相关知识。

李云平是所里出名的多面手，
因为他干活多，能吃苦，所以他的
绝缘鞋等劳保用品平均每个月就
得更换一次。“同事们戏称我是所
里占便宜最多的检修师傅。”李云
平憨厚地说。

“365天，
天天一个样”

路灯不能白天修，白天修可能
造成浪费。李云平说，“白天是不允
许亮灯，晚上就是随时碰上随时
修。”工作时间就是根据现实情况，
有时候要晚点，顺利的话，可能稍
早一点。

“365天 ,天天一个样”，李云平
笑着说，都成习惯了，即便大年夜
也是如此。对于李云平他们来说，
越过节越忙，过节就是提前检修。

采访中，胡福军所长还说起了
发生在李云平身上的另一个真实
故事。新昌路铁路立交桥下的涵洞
设有一个泵站，这里是全县的最
低点，路灯管理所负责此处的排
水、防汛任务，尤其到了雨季，
李云平总是直接驻扎在泵站值守
房。那里夏天特别湿热，蚊虫又
多，同事看他每晚都睡不好，劝
他回家休息，李云平却说：“一
旦打雷下雨在家里不放心，睡不
着觉，值守泵站反而比住家里更
踏实。”

很多事情，在外人看来已经
超出了李云平的职责所在，但是
他总觉得这是应尽的本分，而做
一个市民需要的人，那才是路灯
人，才是点亮城市夜空的光明使
者。

本报记者 张浩 本报通讯
员 李堂发

正在检修的李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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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王凤凤涛涛正正在在棚棚里里给给苦苦瓜瓜授授粉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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