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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都会

日日挑挑粪粪22000000斤斤，，平平均均年年龄龄5544岁岁
城市淘粪工年龄老化面临断档

本报10月22日讯（记者 陈伟
通讯员 管伟） 随着天气转

冷，济南市城管局启动2013年冬季
环卫工免费早餐活动，目前已有济
南西城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滨
河集团等企业和单位捐助环卫工
免费早餐“一元基金”。截至目前，
基金累计募集捐款过百万，可基本
满足今冬环卫工早餐问题。

22日一大早，热心市民辛安
便将365元钱送到市城管慈善工
作站人员手中，这是他连续第二
年支持环卫工早餐一元基金。城
管慈善工作站相关负责人表示，
环卫工免费早餐推出后受到社会
广泛支持，环卫工的早餐问题得
到了很好的解决。“目前奉献爱心
的企业和个人越来越多，总募集
额已经超过百万元。”

“ 一 元 基 金 ”的 账 号 为
154101040004707，户名为济南慈善
总会。济南市城管局提醒爱心单位
和市民，捐款时一定要在汇款单附
言栏里注明“捐款时间”及“一元基
金”或“爱心早餐”字样。

本报10月22日讯（见习记者
魏新丽 通讯员 张昊宇 张

晓翼） 10月22日上午，历下区庆
祝第十九届环卫工人节暨表彰大
会在历下区生活废弃物转运处理
中心召开。

会上表彰了滕树贵等 10名
“十佳保洁员”、芦绪江等18名“历
下区优秀保洁员”、王凤芝等18名

“历下区优秀包路队长”。同时授
予颐正大厦、中豪大酒店“热心公
益单位”荣誉称号。

记者从会上获悉，2014年，历
下城管局将继续为一线工人做好

“十件实事”：全面提高一线环卫
工人工资标准和福利待遇，继续
为一线保洁员每人每月再增长工
资100元；联系公益单位和自拨经
费为全体保洁员提供免费早餐；
在主次干道增设保洁员专用防晒
伞及休息凳；继续推进保洁员公
寓建设；逐步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为全体保洁员开辟医疗“绿色通
道”，提供门诊优惠便利；完善保
洁员子女就近上学的协调工作
等。

居居民民私私建建地地下下室室，，别别墅墅区区挖挖出出55米米深深坑坑
执法部门将其填埋

本报10月22日讯（见习记
者 李文平） 22日上午，七贤
街道联合市中区城管局等部
门，对辖区某高档别墅区2处近
5 米深的大坑进行填埋。据了
解，这两处大坑为小区居民私
自挖的“地下室”，每处占地约
二三十平米，其中一处已经基
本建成。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一栋3
层的别墅楼侧面，有一个约5米
深的大坑，30平米大小。坑上面
堆着一堆堆的黄土，侧面修整
得很光滑，坑底部铺上了水泥，
水泥已经干结。据七贤街道城
管科刘科长介绍，这个“地下
室”大体已完工，就差墙体的粉
刷和顶部封盖了。

无独有偶，距该小区 100

多米的另一栋别墅门口，同样
有一个 4米多深的大坑，室外
楼梯已经被挖，坑里刨出的石
头、砂土堆在马路上近2米高，
周围没有任何施工标识和安全
围栏。

上午9点半，随着推土机将
土方回填入坑中，这两个违建
的“地下室”被推土机填埋。据
了解，填埋一个坑的费用，就需
四五千元，全部填埋费用将由
违建业主个人承担。

“早在国庆节期间，就接到
反映，有居民偷偷施工，在自家
门口建地下室，当时就下发了
通知，要求停止施工，立即填
埋。”市中区城管局徐队长说，

“但住户没有停止，还照样施
工，这些土就是新挖出来的。”

徐队长介绍，这两处“地下
室”为业主私自雇人所建，并没
有取得合法的手续和许可证。

记者看到，新建的“地下
室”沿着别墅地基垂直下挖，刨
出的黄土堆在地面上，没有围
栏、警示牌，存在很大的安全隐
患。徐队长介绍，在小区私自挖
地下室，不仅有碍观瞻、影响别
墅整体容貌，更严重的是存在
安全隐患。“这么大个坑，不仅
对房屋造成损坏，搞不好会引
起地基沉降，甚至造成塌方及
人员财产损失。”徐队长说。

“我们和街道、小区物业建
立联动长效机制，刹住私搭违建
势头。”徐队长提醒说，居民因违
建被下发限期整改通知书的，有
可能不能按期拿到房产证。

55岁的付书华是城肥二处
的一名淘粪工、市劳模。每天清
晨四点不到，他就起床准备出
门了。从解放东路的宿舍出发，
骑电动车前往第一站——— 大明
湖西南门。司机把车停在巷子
口，老付挑着桶走街串巷，挨家
挨户把市民家里的污物担出来
挑到车上去。这片的活干完后，
老付又骑车赶到下一个地点继
续干。

一圈转下来有七八个地

方，最远到无影山路，骑车得十
几里地。老付很少坐公共汽车，
他说时间太早，没有公交，而且
即使有公交也不敢坐，干完活
身上味儿太大。担心白天干活
影响市容，淘粪工的作业时间
一般在早晨四点半到九点。天
不亮就开始忙活，当大多数市
民还在睡梦中时，他们就已经
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淘粪工干的活属于重体力
劳动，老付说，一个扁担两个

桶，一共得一百多斤。从居民家
里挑到车上，有时候得走500多
米。一天一个工人要挑二十多
挑，才能把车装满。算下来，一
个人每天要挑接近一吨的废
物。平时除了上午必须干的活
儿，还要随时待命，应对突发任
务，如此一来劳动强度非常大。
老付干了三十多年，没有节假
日，春节也只能休息两天。

除了高强度的体力劳动，
淘粪工们的工作环境也特殊。

臭味熏人，细菌滋生，长期在这
样的条件下工作，很多工人患
上了职业病。肩周炎、骨质增
生、腰椎间盘突出、各种或轻或
重的慢性病困扰着他们。将这
个职业列入特殊工种，增加特
殊补贴，成为很多淘粪工人的
诉求。“天天跟粪便打交道，应
该给我们发毒素费了。”老付笑
着说，他们工资待遇不高，虽然
生病有公费报销，但负担依然
较重。

“一元基金”

募集过百万

历下环卫工

工资明年涨百元

“你知道济南还有淘
粪工这个职业吗？”面对
这个问题，很多市民都摇
头。随着社会的发展，淘
粪工这个古老的工种渐
渐远离了人们的视线。但
是在市区特别是老城区，
尚有许多未改造的老街
巷，在清疏车辆无法进入
的小巷子里，淘粪工们还
是在手挑肩扛，将居民旱
厕里的粪便清理干净。

在山东省第十九届
环卫节到来之际，记者走
访了这个特殊的群体。济
南市城肥一处和二处共
一百多名从事旱厕清挖
的淘粪工，年龄断层，让
这支队伍的未来充满不
确定性。

城肥二处的卢爱章今年54
岁，是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
奖章获得者、全市第四届诚实
守信道德模范，还是省、市级优
秀共产党员，从事淘粪工这一
职业34年了。他身体不好，带着
七种病还在一线干活，说起这
种情况，老卢叹道：“不干不行
啊，没有接班人。”最近几年，淘
粪队伍的老龄化现象越来越明
显。“工作量非常大，年龄也非
常大。”老卢说。以城肥二处为
例，淘粪工的年龄集中在45-55
岁之间，平均年龄54岁，年轻人

很少，最大的淘粪工人今年已
经60岁了。

城肥二处的谢华科长说，
自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
初统一招了几批正式工人后，
后来就没有大规模招过工。八
十年代成立环卫局，招工变得
很困难，“旱厕清挖，脏苦累臭，
一听是这活，很多人都不愿意
干。”当年招的工人很多在一线
一干就是二三十年，一直是这
支淘粪队伍的主力。

近年来，这批老工人开始退
休。谢科长说，每年都有十几人退

休，到2020年，这批人中70%就都
退了。“最近只有2011年招了一批
合同工，19人，之后每年都进三五
个复退军人。退得多，进得少，整
体队伍的规模越来越小了。”

随着城市的发展，旱厕越
来越少，但淘粪这活干起来并
未变得轻松，“活少了，趟子大
了。”老卢这么说，“像棚户区改
造后，只留下几个门，也得去，
以前旱厕集中，反而好挑，现在
同样的工作量，片区却大了。”

劳动强度没减，一线人员
却少了，而且年纪偏大，不少人

工作起来更感吃力。说起招工
难，谢科长拿出一份文件，是今
年的合同制工人招聘计划，还
没审批成功。“现在招聘合同工
要上级统一负责，我们没有自
主招人的权力。经费不够的话
很难招到合格的合同制工人。”
谢华一脸的无奈。

城市在发展，老城区的改
造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芙蓉
街、甸柳等地，老街巷短期内都
无法拆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
期内，城市中的旱厕将继续存
在，淘粪工也将继续工作着。

平均54岁，老工人陆续退休后继乏人

见习记者 魏新丽

环境恶劣，淘粪工希望列入特殊工种

城肥二处淘粪工卢爱章挑着粪桶在巷子中穿行。 通讯员 宿昊 摄

别墅墙体都裸露出来，推土机正在朝里面填土。见习记者 李文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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