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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章丘

城事

章章丘丘有有支支1111人人““女女子子机机扫扫队队””
每天凌晨三点上岗，驾车重复着同样的工作

见习记者 支倩倩
通讯员 程若男

三年来没睡过

一个囫囵觉

9月10日下午，记者在济青
路上见到了今年3 9岁的齐杰。
在与记者的交谈中，她总是带
着灿烂的笑容，尽管上午已经
工作了八个多小时，她仍然精
神头十足。2010年，看到环卫中
心招聘女机扫队员的齐杰，在
家人的支持下决定应聘这份工
作。她先自学了大车驾驶证，然
后在环卫中心接受一段时间的
培训后，便投入到日复一日的
紧张工作中。

与其他女机扫队员一样，
她每天凌晨三点就到岗，把年
仅10岁的女儿交给丈夫，三年
来没有为他们做过一顿早饭。

“丈夫和孩子从来没有埋怨过
我，也没有抱怨我的工作太忙，
他们都觉得当环卫工人很光
荣，尤其是女儿从小懂得爱护
环境，她还当上了学校里的‘环
保小卫士’呢！”说起家人对自
己的支持，齐杰觉得很欣慰。家
人的默默支持让她对工作充满
了动力，即使三年来没有睡过
一个囫囵觉，她也不觉得苦。

经常一天

只吃两顿饭

齐杰告诉记者，她所负责的
范围是从东外环到章历界收费
站之间60多公里的路段，这段路
上拉石子、沙子的大车特别多，
撒漏在路面上的沙石清扫起来
比其他垃圾困难得多，清扫时车
速只有5公里/小时，这样沿一侧
清扫一遍往往需要三个多小时。
早上3点多上路，规定的下班时
间为8点，但基本上要工作到9点
半才能回来。当记者问到早饭怎
么吃时，齐杰笑着说：“哪有时间
吃早餐啊？要是实在饿得不行，
就在路边买个火烧垫垫，基本上
都是早饭午饭一块儿吃了。”

记者了解到，每次出车回
来，齐杰和姐妹们还有一项必做
的工作——— 清洗车辆，不仅要道
路净，车身也要保持整洁，每次
清洗都要在一个小时以上，而这
并不包括在工作时间内，也就是
说，她们每天要从3点工作到11
点多才能下班。

齐杰说，每天早上起床时总
觉得还没睡够，不过一上车马上
就来精神了，因为这活必须要仔
细和谨慎。“创卫迎暗访”期间，
齐杰和机扫队的队员们每天不
仅要按时到岗，还要在清扫完城

区的道路后，再去清扫自己所负
责的路段，下午和晚上更要坚守
在各自路段不间断地清扫，常常
要工作到晚上11点多才能下班，
每天仅能睡四五个小时。

个个都是

业务精英

据介绍，目前队里共有11名
队员，姐妹们平均年龄在36岁左
右，家里都是上有老下有小，但她

们自上岗以来，从未请过一天假，
没耽误过一天工作，她们几乎把
所有时间都花在了工作上，即使
生病了也要按时上岗，坚持到下
班后再去看病吃药。一年365天，她
们没有一天休息日，尤其是下雪
天，她们更要随时待命。“下雪就是
命令，不用单位安排，只要路面有
雪，我们就要随时出车清扫。”为
保证道路行车安全，冬天整晚不
睡清理积雪已是家常便饭。

记者从章丘市环卫中心了

解到，这支女子机扫中队成立于
2010年，已从6人增加到了11人，
她们都是经过层层选拔挑选出
来的业务精英，个个有着娴熟的
驾驶技术，对机扫工作认真负
责。章丘环卫中心为这支队伍配
备了9台机扫车和1台清洗车，主
要负责城区47条主次道路(段)
的机扫工作，保洁面积达310万
平方米。队员们分工合作，优势
互补，兢兢业业，目前已成长为
一支成熟的女子机扫队伍。

每天凌晨三点到岗，驾驶着1 . 6吨的机扫车连续工作七八个小时，在章丘市环卫管护中心，有这样一支11人的
女子机扫队，无论是平时工作还是参与“创卫”，她们都认真出色地完成每一次机扫任务，用特有的坚韧和敬业的精
神，书写着女性工作者的坚强和美丽。

本报9月12日讯（记者 邢
振宇） 中秋节临近，一场村民
自办的“桥子村‘秋晚’”10日在
章丘普集镇桥子村拉开帷幕。由
村民自编自演的48个节目连续4
个晚上依次亮相，让百姓在家门
口享受丰盛“文化大餐”。

夜幕降临，一进桥子村，立
刻就被喧天的锣鼓吸引。演出还
未开始，桥子村刚落成的文化大
院里已被上千名赶来的群众挤
得水泄不通。演员们正在后台为
登台做准备，或修补眉眼，或默

念台词。桥子村自办晚会已经是
第四届了，演员都是附近十里八
乡的文艺爱好者，很多节目也都
编排自村民的生活实际。

“前三届演出时吸引了周边
十几个村庄千余人观看。这一届
的节目更精彩，大家都很喜欢
看，《杨门女将》、《五家坡》、《起
解》等经典剧目，无不赢得观众
的称赞。文化大院的不断完善，
丰富了我们老百姓的业余生活，
日子过得更滋润了！”在现场观
看节目的许大姐高兴地说。

仅有380人的桥子村，缘何
能操办起颇具规模的“秋晚”？桥
子村“戏友之家”发起人、73岁的
许新廷老人告诉记者，村子虽然
不大，文化氛围很浓厚，每年都
会组织“春节戏剧专场演出”，培
养出了一大批文艺爱好者。

记者了解到，自从2007年开
始，桥子村就开始在村里举办演
出。2010年初，爱好文艺的许新
廷装修了自家房屋，购置了电
视、音响、锣鼓、京胡等设备，正
式成立“戏友之家”，十几平米的

排练小屋，每天人都满满的。当
年9月份，“戏友之家”组织举办
了汇报演出，吸引了附近村民上
千名。首演成功后，“戏友之家”
名声大振，村委会在乐器、服饰、
演出等方面投资数万元予以扶
持，周围17个村庄的文艺爱好者
纷纷加入其中，经常参加排练活
动的达到50人左右。2012年，为
鼓励村民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娱
活动，桥子村新建了占地1400平
米的文化大院，院内舞台、戏曲
排练室、农家书屋、文体广场一

应俱全，可容纳近千名观众。
与往年不同的是，桥子村今

年借用文化舞台搭建道德平台，
更多地融入了美德音符。在改编
过程中，文艺骨干结合身边事、
身边人，编辑新词、编排舞蹈，以
幽默风趣的语言和生动鲜活的
情节，让群众在思想道德方面产
生共鸣。如根据《墙头记》改编的

《借爹》等剧目，增加了一些宣传
爱党爱国、孝敬老人、邻里和睦
的新词，老曲新唱，让传统剧目
唱响了文明和谐的主旋律。

小小小小桥桥子子村村连连办办四四届届““秋秋晚晚””
48个节目由村民自编自演，连续4个晚上依次亮相

▲桥子村的“秋晚”办得有声
有色。

“秋晚”的节目很接地气。

本报记者 邢振宇 摄

女子机扫队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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