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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社区

天天冷冷了了，，用用手手套套温温暖暖环环卫卫工工人人
本报即日起开始征集爱心企业、市民，圆梦热线：2110110

本报济宁11月25日讯(记者
孔令茹) 天气渐冷，“城市美

容师”环卫工人一如既往地坚守
着岗位，从早晨5点到到晚上10

点，城市的每一个街巷都能看到
他们的身影。在这个冬天到来之
际，环卫工人们也许下了一个小
小的愿望，希望能拥有过冬的温
暖手套。

本报“暖冬行动，助力梦想”
大型公益活动走近环卫工人群
体，从他们一双双皲裂的双手中

看到了日复一日的辛苦，正是这
份坚守岗位、不怕辛苦的精神，
才换回了我们城市的干净整洁。
在向他们道一声“谢谢”的同时，
我们希望能在这个冬天为他们
做些什么，让他们在冬季感受到
我们的暖暖谢意。

如果您看过环卫工人们的

双手，就肯定能体会到他们清
扫道路、捡拾垃圾时的不容易，
而收入微薄的他们却不舍得花
三五元钱买手套，甘心赤手干
活。让我们一起奉献爱心，为济
宁城区的环卫工人送去冬日的
暖意。

即日起，本报面向社会征集

爱心企业、市民，将爱心手套作
为冬日的特殊礼物送给环卫工
人们，让他们在辛勤工作之余感
受到社会的温暖。爱心企业或市
民 均 可 拨 打 本 报 圆 梦 热 线 ：
211110，说出您的祝福，送出您
的爱心，让我们携手，为环卫工
人送去暖冬。

正是初冬，黄色的落叶铺
满一地，济宁街头经常有行人
拿出相机拍下这一美丽的景
色。而对于穿梭在马路上的环
卫工人来说，现下最大的工作
量就是捡拾落叶，因为树叶和
其他路面垃圾比较潮湿，其中
甚至还会有玻璃、铁丝等杂物，
环卫工人一天下来光手套就要
换三四副。

2 5 日下午，城区建设路
上，52岁的史衍林正在清扫地
面，虽然双手带着一副棉线白
手 套 ，但 没 几 分 钟 手 套 就 湿
了。“垃圾太潮，像叶子这样的
垃圾抱上几次手套就湿了，一
天得换个三四副才行。”史衍
林说，其实潮湿的垃圾他们并
不怕，最怕的是垃圾中隐藏着
玻璃碴、铁丝等杂物，即使带
着手套手上也被刮得满是血
道。

史衍林做了12年的环卫工
人，布满老茧的双手上写满了
每一日的辛苦劳作。记者看到，

史衍林的双手已经皲裂了，几
乎满是大大小小的伤口，让人
看了很是心疼。“这双手，咋洗
也洗不出来了，晚上到家用热
水泡泡都疼，等不及伤口愈合
就得上路干活。”

而另一位环卫工人孟秋英
的手上则缠着透明胶带，因为
打扫卫生时不小心被东西弄
破，只能暂时用胶带保护伤口。
孟秋英说，虽然现在他们每月
能领到一副手套，但几乎所有
的环卫工人每月都要自己贴钱
买手套，长期下来也是一笔不
小的费用。

“前几天家里人给买了这
种防水手套，手心有塑胶材料，
手背是棉线的，这样就不怕收
拾垃圾时把手套弄湿了。”孟秋
英说，往年冬天一到，她双手上
的伤口就一直好不了，有时冻
裂、刮破的双手疼得戴不进去
手套。“真希望能有一些防水、
厚实的手套，这样冬天在路上
干活就没那么辛苦了。”

手手冻冻裂裂了了，，包包上上透透明明胶胶带带继继续续干干活活
环卫工人们希望戴上暖冬手套

25日上午9点，寒风刺
骨，博古庄菜市场的人不
是很多，李雪玲在寒风中
站了两个小时，冻得瑟瑟
发抖才卖出了三棵白菜。
李雪玲在济宁蔬菜批发市
场批发蔬菜，再走街串巷
去卖，最近生意不是很好，
每天都会剩一部分，平均
一天只能挣十几块钱。

“丈夫2010年因肝癌
去世，那时孩子才上技校，
欠下五六万的债，吃饭的
钱都没有。”说起现状，李
雪玲特别心酸。丈夫2005
年查出肝癌，接着住院化
疗，花费了巨额的医药费
依然没能挽救生命。靠两
个人打工挣钱原来生活还
可以，但是丈夫的病把一
家人拉到深渊。

由于每天起早贪黑，
今年46岁的李雪玲看起来
像已经五十多岁一样。而
为了给丈夫看病，家里值
钱的电器都已经卖了，李
雪玲已经十多年没有买新
衣服，现在穿的羽绒服都
是亲戚送的。今年夏天，卖

完菜骑电动车回家的路
上，李雪玲没看到路上的
坑摔倒了，在家休息了两
三个月，直到现在胳膊都
抬不起来。“好事没我们
家，坏事连着不断。”李雪
玲说。

“如果不是回迁，我们
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李雪
玲说，现在有住的地方，但
是还欠开发商的一万多元
钱，实在没有能力还。“每个
月就五六百块钱的低保金，

加上卖菜赚点钱，勉强能维
持生活。”李雪玲说，好在儿
子很争气，也很孝顺，今年
毕业了，学的是电气焊技
术，正在到处找工作。

“我在市场卖菜中午
不回家，有时候馒头就咸
菜，有时候儿子给送饭。”
李雪玲说，家里现在做饭
很不方便，所以一直想要
台电磁炉，儿子做饭能方
便一点。

本报记者 范少伟

许愿人：单亲妈妈李雪玲
年龄：46岁
新年愿望：一台电磁炉

许愿人：好儿媳陈秀芬
年龄：41岁
新年愿望：一台电视机

感觉到陌生人拍自己
肩膀就急得嗷嗷直叫，但
是陈秀芬拍拍她的肩膀，
老人马上安静下来，坐在
椅子上，双手紧紧拉着陈
秀芬。这位老人叫马玉英，
今年74岁，聋哑人，十年前
视网膜脱落双目失明。陈
秀芬是她的儿媳妇，一起
生活了17年，两人从来没
有红过脸。提到陈秀芬，怡
景园小区的街坊邻居都竖
大姆指称赞：“她真是个孝
顺的好儿媳妇。”

由于最近厂里有活，
陈秀芬每天早晨做好饭后
就去上班了，女儿放学回
来后把饭热热端给婆婆，
五点半下班后，陈秀芬又
立刻往家赶。因为无法与
外界交流，马玉英的脾气
不是很好。头发长了需要
理发，陈秀芬刚脱下老人
的帽子，老人家就不愿意
了，护着头不让理，大声叫
着把陈秀芬推开。每到这
时，陈秀芬总是笑着说，老
了就像小孩子一样，得哄
着。

为了老人的安全，家
里的窗子全部上了防护
网，水壶等危险的物品都
放在老人够不到的地方。
而失明的马玉英的观念里
没有晚上和白天的区别，
只要累了就睡觉，晚上不
困时就会叫几声，这些陈
秀芬早已习惯。

“娘家在泰安东平，坐
车近两个小时，但是当天
必须得赶回来。”陈秀芬
说，虽然也很担心自己的
父母，但每次去看望总是

待两三个小时就回来，婆
婆行动不方便，家里有人
才放心。原来陈秀芬的性
子挺急，长期与婆婆相处，
她的性格平和了许多。

“好多年的春节晚会
都没能看，过年时家里冷
冷清清的。”陈秀芬说，家
里的电视是她结婚时买
的，已经报废不能用了，希
望有台电视机，过年时能
一家人看看春节联欢晚
会。

本报记者 范少伟

本报记者 孔令茹

许愿人：环卫工人群体
新年愿望：暖冬手套

李雪玲卖菜维持家用。范少伟 摄

马玉英正在给婆婆梳头。范少伟 摄

▲环卫工人们的双手都有不同程度的皲
裂。

树叶较难清理，环卫工人只能用手捡
拾。

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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