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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城中事

天再热有些活也不能停，本报记者走基层、探民生

10平米烧饼店 热得像蒸笼

本报泰安8月8日讯 (见习记者
贾锦锦) 持续不断的高温天气，

降暑药成了大热门。8日，记者走访
泰城几家药店发现，近一段时间藿
香正气水等解暑药日销量增加近一
半。

“这天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热得
太难受了，还得再备点防暑药。”市
民刘女士从东岳大街一药店买了两
盒藿香正气水，两瓶清凉油。“家里
有老人、有孩子，降暑药品少不了，
每年都会提前储备一些，一旦出现
中暑症状能及时缓解一下。”市民王
女士说，除了应急用，主要还是预
防，平时出门前喝上一支藿香正气
口服液，感觉凉快不少。

泰山大街一药店工作人员介
绍，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口服液等
口服解暑药，以及清凉油、风油精等
外用解暑药销量大幅增加。每天的
销量比平时多一半，前来买药的以
老年人和户外工作者为主。

解暑药卖得快
比平时多一半

本报泰安8月8日讯 (见习记者
贾锦锦) 天越热，送餐员的身影

出现的次数越多。高温催热了“上门
经济”。

11点左右，泰山学院附近一家
快餐店前台电话响个不停，“目前一
共接了50份订单，送餐员已经在路
上了。”老板吴先生说，高温下迎来
外卖高峰期，快餐销售量增加了一
倍。订餐的以单位为主，天变热后很
多人待在办公室不愿出来，大家就
十来个人凑在一块叫外卖。

“每天送餐的时候基本上都是
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再加上上楼下
楼，送完后衣服都湿得透透的。”财
源大街一家快餐店送餐员说，每天
他自己一个人要送20份，得骑着电
动车在不同区域来来回回穿梭五六
趟才能送完。“为了以最快的速度将
饭送到顾客手中，停下车后都是一
路小跑。”

订单翻一番
送餐员忙不停

昨天泰安最高气温达34℃，高温炙烤的马路像蒸笼。在这样的天气里还有很多劳动者在工作，为了
城市的建设，为了养活一家老小，他们的身影让人感动。

工地人员

一天3暖瓶水 不够一人喝
本报泰安8月8日讯 (记

者 侯峰 ) 8日，望岳东路
一处工地上工人顶着太阳施
工，一天3暖瓶水都不够一个
人喝。

下午2点半，望岳东路一
处工地外，两名工人拉着筛
沙子的铁网前行，烈日暴晒
下，两人低着头挪步。工地
上，运转的机器和闪烁的电
焊火花又增添了几分热。一
条毛巾搭在脖子上，一个安
全帽戴在头上，几乎是所有
工人的行头。

工人王师傅说，这一个
月基本上都在干活，“天太
热，但想着这一片空地上马
上 有 新 建 筑 ，就 想 赶 紧 完

成。”王师傅脸上皮肤黑又有
汗，都快反光了。

在一个砖堆前，一名工
人冒着烈日把砖头一块块扔
到推车上。大把汗珠从脸上
直接掉下来，有些渗到眼里
就眨一下眼，然后继续扔砖
头。

工人李师傅说，这里没
有避暑措施，最好的避暑就
是喝水，“一个人一天至少喝
3暖壶水，要不干活根本没
劲。”不光是干活累，一位民
工表示宿舍也成蒸笼，他们
到附近大厦一处阴凉地里，
躺在还未完工的楼道里，铺
上凉席倒头就能睡着。

穿着长衣裤 胳膊还晒得疼
本报泰安8月8日讯(本报

记者 陈新 实习生 刁君
彤) 8日，财源大街附近的环
卫工王凤平穿长袖衣裤工作，
皮肤被晒得火辣辣疼。

8日上午11点多，强烈阳
光让人目眩，炙烤下的财源大
街热浪翻滚。王凤平正在街上
捡拾垃圾，头发被汗打湿黏在
脸旁。她穿长衫长裤工作，还
套着背心。“热得难受，但是晒
着更难受。”原来王凤平为了
防晒，虽然捂得严实，还是免
不了晒黑。王凤平说，干环卫

工已经近30年了，夏天是最辛
苦的时候，“虽然累，但是看着
我负责的马路，变得更干净
后，心里也觉得挺踏实”

王凤平说，每月工资400

元，“我对象下岗了，在路口
卖冰糕，家里两个孩子，上面
还有老人。婆婆有尿毒症15

年，每周要做2到3次透析，一
次透析相当于我一个月工
资。”王凤平说，日子越来越
好了，但不想放弃这份工作，
除了要养家，这么多年早已
成了习惯。

环卫工人

街头商贩

守着火炉 一站八九个小时

本报泰安8月8日讯(见习
记者 路伟) 虎山路有一家
烧饼店，店面10平方米。店主
倪先生和妻子要在炉子前

“烤”八九个小时。倪先生一
天得换两三件衣服，换下的
衣服能拧出水。他说，为了让
孩子接收更好的教育，受点
罪也值。

“每天早上不到六点就
过来，忙到1点多，休息一会又
得继续。一天要在炉子跟前
站八九个小时。”倪先生说，
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多最热，
却是生意最好的时候，都顾
不上擦汗。

“夏天打烧饼挺受罪，我来
这里排一会儿都热得受不了。”

一位来买烧饼的女士说。
倪先生介绍，店里一整

天都保持在50℃左右，“进店
10分钟，衣服就湿透了，一天
要换两三次衣服。”倪先生脖
子上搭着一条毛巾，三四分
钟就得擦一次汗，半天下来
毛巾都能拧出水来。为了避
免中暑，他们两口每天要喝
很多水，“一桶纯净水，我俩
两天就能喝完。”

倪先生说，他在这里做
了近两年，进入8月连续多天
高温天气真挺受罪的，即使
再热也从没间断过。“孩子今
年7岁了，为了让孩子接受更
好的教育，这点苦算不上什
么。”倪先生笑着说。

车辆维修工

本报泰安8月8日讯 (记
者 赵苏炜 通讯员 张
云 ) 打开车厢后盖热浪迎
面扑来，衣服可以拧出水来，
这是公交车维修工刘守兵的
写照。

8日上午10点左右，一辆
公交车开进维修地沟上，刘

守兵跳进一米多深的修车地
沟，开始紧张抢修。不透风的
地沟里，头顶发动机，就像钻
进烤箱，衣服早已湿透。

“一次维修差不多用三
个小时，只要能尽快把车维
修好，热点也没啥。”满头大
汗的刘守兵说。

50℃修车地沟 一忙3小时

快递员

生怕中暑 随身带清凉油
本报泰安8月8日讯(见习

记者 李亚宁) 连日来的高
温给“跑腿”工作的人带来不
少麻烦。快递员路明每天要
派送快件120多件，工作时间
都集中在高温时段。

8日11点半，记者在金山
路附近见到正在送快件的路
明。他满头大汗骑着一辆三
轮摩托车，车后面堆满两大
包快件。“早上9点多从公司领
到快件，已经在路上跑了两
个多小时。”

路明车厢里放着一瓶1 . 5

升的矿泉水瓶，“早上从公司
出来时灌了一瓶水，这段时
间都挺热，每天喝两大瓶都
不够。每天平均派送120件包
裹，公司规定下午两点前要
送完80%。把每份快递成功送
出，我也就放心了。”路明忙
一段时间，就赶紧灌两口水。
为了防止中暑，他的包里备
了藿香正气水和清凉油。

下午1点50左右，路明在红
门路附近送完最后一件快件。
他说，为了赶时间，午饭都在
送完快件后随便找地方吃。

背心早已湿透，忙得顾不上擦汗。 本报见习记者 路伟 摄

快递员插空灌两口水。 本报见习记者 李亚宁 摄

单日电网负荷
刷新历史记录

本报泰安8月8日讯 (记者 张
伟 通讯员 朱宗锋 付野 ) 8

日，记者从国网泰安供电公司了解
到，受近期高温影响，8月7日泰安全
网用电负荷达到251 . 6万千瓦，刷新
历史记录。

8日，山东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
温黄色预警信号，受持续高温天气
影响，泰安电网全网用电负荷及日
供电量先后创出新高。7月26日全网
用电负荷达240 . 5万千瓦，创历史新
高；7月29日，全网用电负荷达250万
千瓦，8月5日地区日供电量4663 . 4万
千瓦时，再创新高；8月6日，全网用
电负荷达250 . 6万千瓦，地区日供电
量4893 . 4万千瓦时，第三次创历史
新高；8月7日，全网用电负荷达到
251 . 6万千瓦，刷新历史记录。

面对大负荷及高温环境带来的
考验，国网泰安供电公司落实安全
度夏措施，“我们会密切关注天气变
化、电网运行状况和机组出力情况，
合理安排电网运行方式，一旦出现
险情，以最快的速度集结抢修，确保
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供电。”工作人
员说。

目前，泰安电网运行平稳，预计
负荷仍将维持在高位水平，泰安供
电公司已做好各项准备措施，确保
电网安全稳定运行。遇到电力故障
时，市民可拨打95598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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