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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修到哪里，文明就延伸到哪里，这是
公路人的口号，更是公路人的一种精神。公
路不仅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大动脉，一个城
市形象的标志，更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
们富裕的一个希望，要想富先修路，这个上
世纪的口号在今天依然响亮。

夏天是公路人最难熬的季节，当别人
在家吹着空调，看着电视，公路人却顶着酷
暑奋斗在施工一线。不在这个岗位上你永
远不知道修路人有多苦多累，黑色是他们
统一的标志，工地是他们的家，饿了坐在路
边的石基上吃上两口。

为让更多人了解公路人的生活，把公
路人更加原生态的生活呈现在大家面前，
从今天起，我们开通“最美公路人”专栏，陆
续刊登常年在奋战一线的公路人。读者也
可通过本报微博、微信以及各个QQ群参与
互动，让公路人不怕苦不怕累无私奉献的
精神广为传颂。路修到哪里，文明就延伸到
哪里，公路人精神就传播到哪里。

本报记者 彭彦伟

开栏的话

常年在一线工作

晒得“比非洲人还黑”
6月30日晚9点20分，正是一家人吃完饭后坐在一起

看电视或出门散步乘凉的时候，而在迎宾路的施工现
场，日照市公路局工程处养护中心主任丁伟却正卷着煎
饼，喝着已经凉透的稀饭。他把煎饼放在稀饭里泡了一
下，偶尔拿起筷子夹点菜，为了让工人吃饱，丁伟总是在
最后一个吃饭，“他们都很辛苦，得先让他们吃饱我再
吃。”丁伟说，这样的日子对他来说已经习以为常。

今年40岁的丁伟1996年大学毕业后就进入了公路
系统，17年的时间里，一直在一线工作。中等个的他，皮
肤黝黑。由于经常在还未干透的沥青路上行走，丁伟
的鞋底要比别人更厚一些。

初次见到丁伟，谁也不会把上面描述的人与一个
市公路局工程处的中层干部联系在一起。

说起自己的皮肤，丁伟给记者讲了一个笑话，之前很
多人对着女儿说他皮肤黑，可能是小家伙比较要面子，从
来不承认丁伟皮肤黑。有一次小家伙见到两个黑人时，

“她回家偷偷和我说，我真是比非洲人还要黑。”丁伟说。

迎宾路施工两个月

他瘦了12斤
由于迎宾路修建时间紧，工程任务重，早晨4点，丁

伟就要带着工人们来到工地上，干到晚上七点多，在
工地上吃早饭，然后一直干到晚上十点以后，期间的
午饭和晚饭也是在工地解决。如果工程紧，干到凌晨
一两点也是常有的事。丁伟告诉记者，从5月份到现
在，他已经瘦了12斤，“刚开始干的时候140斤，到现在
不到128斤，减肥效果非常显著。”丁伟幽默地说。

说起在公路一线这 17 年的经历，丁伟用“累并快
乐着”形容。“在工地上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尤其是
夏天的时候基本不停工，说不累那是自己骗自己。”丁
伟说。丁伟告诉记者，为防止打盹睡着，在工地上干活
的时候，他从来不敢让自己停下来，“就算一时没活，
也要来回走着。”丁伟说。

一年里，从 4 月到 11 月左右是非常忙的季节，根
本没有休假时间，吃住都在工地上，“到冬天也会干一
些路基或者桥涵工程，但不像夏天这么忙。”丁伟说。
由于常年在工地上，丁伟晒破了多少层皮，他自己也
记不清了，“夏天从来不敢穿短袖，晒时间长了就会
疼，晒爆皮是经常的事。”丁伟说。

技术过硬又细心

工人笑言跟着他干活累
在公路工程施工方面，丁伟是个能手，从测量、摊

铺到压实，对于每一项技术，丁伟不但熟悉，而且都可
以称之为专家级别。虽然已经40岁的人了，但丁伟时刻
不忘学习，“上网时就看人家那些精品工程是怎么建
设的，学习人家的先进经验。”丁伟说。

为了能适应多工种工作，丁伟还考取了公路建筑
师证、市政建筑师证以及试验工程师。丁伟告诉记者，
很多时候一个工地上要求不同的工种，在人手不够的

情况下，他可以一个人顶多个岗，“各种资格证书很重
要，但最重要的还是在实际中的应用。”丁伟说。

丁伟不但自己技术过硬，而且对待工程非常细，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有时候有些过了。“有时候工人
们都开玩笑说不愿意跟着我干，说我干活太细了，太
累了。”丁伟说。丁伟坦言，不是他刻意那么细，而是干
工程来不得半点马虎。

在铺路过程中，哪怕有块很小的淤泥都会给路造
成一个坑槽，“一个小坑槽当时看并不起眼，但有可能
影响整条路的质量，这不是危言耸听。”丁伟说。在采
访中记者发现，每当一车料倒在路上，工人们都在平
整路面的时候，丁伟会在机器前边来回走动，用铁锨
端着沥青随时修补不是非常平整的地方，尤其是接近
路沿石的缝隙，丁伟都要人工再铺一遍。

始终强调团队力量

在修路中寻找快乐
丁伟始终强调团队的力量，“我们整个团队是名副

其实的港城铁军，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
是我们的港城铁军精神。这么多年，我们之所以能敢打
硬仗、能打胜仗，靠的就是这种精神。”

丁伟告诉记者，虽然工人有时候发牢骚说累，但当
一条高质量的路修起来的时候，明显能感觉出工人们心
里那股高兴劲，“谁都不想让自己的劳动成果成为一种
残次品，我们要把自己修的每一条路都当成艺术品，干
一项工程，树一座丰碑。”丁伟说。

丁伟也从修路中寻找着自己的快乐，“看到自己修的
路就有种亲切感。”丁伟说。丁伟对工程质量要求非常严
格，甚至在别人眼里看来有些过。“自己修的路就是自己
的脸面，必须自己给自己要脸。”丁伟说。在他心中有个愿
望，等哪一天自己退休了，干不动了，骑着自行车走在自
己修建的路上，听着路人对公路质量的称赞，“我感觉这
一辈子就值了，自己这么多年的劳累也得到了别人的认
可，自己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丁伟说。

他的休息日

就是女儿的节日
这么多年的一线工作，丁伟告诉记者最对不起的

就是自己的家人。丁伟的孩子今年13岁，女儿长这么
大，他几乎没带着她出去玩过。“就去年带着去了一趟
竹洞天，这么多年来都是和她妈妈或者和同学在一
起。”丁伟说。

丁伟的妻子也是公路人，在高速公路管理处上
班。由于都没时间照顾孩子，丁伟的女儿从两岁半就
开始上幼儿园，从上学开始到现在就一直上助学园，
家人只是早上把她送到学校，然后下午放学再接回
家。2004年夏天，丁伟在南京修路，女儿得了重感冒染
上肺炎，丁伟连夜从南京赶回来的时候，4岁的女儿正
自己在卫生室里挂吊瓶，“她那么点儿自己在那，我心
里很不是滋味。”丁伟说，“但孩子特别懂事，回家后和
我说，看到我回去就好了一半。”

“每次我回家，女儿就感觉跟过节似的。”丁伟说，现
在丁伟的女儿每天都会给丁伟打个电话，“现在也不奢求
我能回家了，能陪她聊会天就不错了。”丁伟说。

日照市公路局工程处丁伟在修路中寻找快乐

用细心打磨出一件件“艺术品”
文/本报记者 彭彦伟 通讯员 安茂胜 王伟 片/本报记者 彭彦伟

晚上9点，当大多数人吃完饭，全家人一起出来散步的时候，仍在工
地上工作的日照市公路局工程处养护中心主任丁伟，却抱着已经凉透
的稀饭在工地上喝着。这样的日子，丁伟已经过了17年。

在公路工程施工方面，丁伟是个能手，从测量、摊铺到压实，丁伟不
但熟悉每一项技术，而且熟练程度已达专家级别。为适应多种工作，他
还考取了多项证件。修一条路，竖一座丰碑，丁伟把自己修的路比作自
己的孩子。

干活的时候，丁伟（中）总是以身作则，抢在最前边。

晚上九点，丁伟（右二）才开始吃晚饭。

丁伟（左一）和同事总是以兄弟相称。

晚上完工后，丁伟（右一）总是最后一个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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