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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多云，-4℃～4℃

明天：多云，-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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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兆斌是济南市城肥
二处二队的班长，从1979
年开始当挑粪工，今年56
岁的他已经在这个脏苦累
的岗位上默默干了36年，
单位上的人亲切地喊他老
张。

每天凌晨3点，老张准
时起床，经过简单洗漱、做
好相关保温工作后，便向
妻子道别，骑上电动车奔
赴工作地点。“冬天温度
低，必须要做好保温工作，
冻感冒了会影响正常工
作。”张兆斌说。

此时的天还是乌黑
的，马路上空荡荡的，一
个行人都没有，路面上有
许多地方结了冰，刺骨的

寒风不禁让人打起了寒
颤。

“大冬天谁不想睡个
懒觉啊，可干我们这个的
必 须 要 早 起 。”张 兆 斌
说，早起的目的主要是为
了避开人们的上班高峰，
不影响市民的正常出行。

“如果起晚了，运粪车停
在马路上会影响交通，另
外我们来来回回地挑粪，
气味也不好闻，这样市民
会不乐意。”他说。

“挑粪是个重体力活，
妇女们干不了，所以我们
班都是清一色的老爷们，
一共9个人，每天要打扫
300多个旱厕。”张兆斌介
绍，他们二班主要负责经

一路、北园路、义和庄和天
桥片区的300多个旱厕，
9个人中除了司机师傅和
倒粪员之外，其他7个人都
是担负挑粪的工作。

据张兆斌介绍，这
片城中村里的旱厕，都
没有水冲，没有下水道
流走，流动人口多，清挖
任务很重，小商小贩多，
出粪量大。

“以前是木桶，现在是
铁桶，相对比以前轻了些，
但是一只桶装满后至少也
要50斤。”张兆斌说，一担
粪大约重100斤，一早上要
挑 3 0担，加起来差不多
3000斤重，一年365天都是
这样。

挑着这副沉甸甸的担子，张兆斌在大街小巷中已奔波了36年。
本报见习记者 孙业文 摄

凌晨3点起床，每天挑粪1 . 5吨

每每天天33点点起起床床挑挑粪粪33000000多多斤斤
张兆斌坚守岗位36年，舍得一身脏臭，换来万家洁净

当大部分人还在睡梦
中的时候，他已经整装待
发，开始了忙碌而又辛苦的
一天；他挑战着嗅觉的极
限，却还要承受别人异样的
目光；他隐忍在人们背后，

每天用身体承载着过百斤的担子，却得不到该有的尊重；他收入微薄，却毫无
怨言，他就是在挑粪工这个岗位上坚持了36年的张兆斌。

斌说，为了方便路人，有
时候他们会故意绕得远
一点。

“我们的工作看上去
不是很光鲜，但是毕竟是
用自己的劳动给市民服
务，也算是给城市做了点
贡献，所以这活我干得敞

亮。”张兆斌说，工作没
有贵贱之分，他觉得他的
这份工作对城市、对社会
都是有意义的，有些人瞧
不起淘粪工是错误的，社
会需要的职业都是光荣
的，他只要干得动，就会
一直干下去。

“靠自己的劳动挣钱
不丢人，既然选择了这个
职业，就要把它干好，把厕
所淘干净，让居民满意，工
作尽管脏点累点，但要干
一行爱一行，辛苦我一个，
幸福千万家嘛。”张兆斌
说。

张兆斌除了干好自己
的本职工作外，还时常帮
市民干些分外的活。有一
次，居民的下水道堵了，污
水一直往外溢，满院子都
是水。由于是在早上4点多
钟，通下水道的部门还没
有上班，张兆斌看到后，打
开下水道井盖就开始清
理，一个多小时后，下水道
通了，居民看到后对他竖
起了大拇指，事后还给他
写了表扬信。

“市民的事那就是我
自己的事，只要我能帮的，
我就会尽量帮。”张兆斌
说，由于市民跟自己比较
熟，很多人和他成了朋友，
尽管有些不是他工作分内
的事，市民也喜欢找他帮
忙，比如通下水道、修旱厕
等。“只要一个电话，我就

会上门服务。”张兆斌说。
老城区内有许多孤寡

老人，有时候会在凌晨4点
多起来方便，由于眼神和
腿脚都不方便，很容易摔
倒。“每次看到老人上厕所
时，我都会上去扶。”张兆
斌说，老人生活不容易，多
帮帮是应该的。他经常帮
着老人打扫屋内卫生，冬
天的时候帮着安炉子。

张兆斌的热心服务市
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经常给他寄表扬信，最重
要的是他赢得了市民的信
任。“现在每天早上去淘
粪，居民都会给我留门，有
时候不在家，就把自己家
中的钥匙交给我，让我清
挖后将门锁好，这种信任
让我十分感动。”张兆斌
说。

“我们现在是定岗包
门，每个旱厕都会有专人
负责，服务卡、监督卡和
联名卡三卡统一。”张兆
斌说，现在管理越来越规
范了，如果市民对他们的
服务不满意，可以随时投
诉。“我们这个班服务一
直比较好，老百姓都挺满
意的，所以很少会接到投
诉电话。”张兆斌称。

据张兆斌介绍，现在
城肥二处的挑粪工大多数
都在50岁以上，56岁的他
在队里算是中游，在未来5
年，他们这代退休后面临
断档的危机。”现在的年轻
人不愿意干这个，味道不
好闻，名声也不好。张兆斌
说，非常希望有新鲜血液
注入这个团队来接他们的
班。

赢得市民信任，常把钥匙留下来

张兆斌称，刚干这份
工作的时候他根本挑不起
100多斤重的担子，不但手
上磨起了泡，而且肩上的
皮都被磨掉了，但他还是
咬牙坚持了下来。“刚开始
我一点都不适应，尤其闻
不了那个味儿，不过干了
三个月就适应了。”张兆斌
说。

“淘厕所的时候我们
一般都不戴口罩的，因为
这是个体力活，不一会儿
就会累得气喘吁吁，戴上
口罩憋得难受。”张兆斌
说，淘厕所不仅味道大，
而且还有沼气，经常是熏
得眼睛睁不开，特别是到
了夏天，蚊子苍蝇也多，
作业的环境很恶劣。“冬
天气味会小点，但是有时
候会结冰，这个时候清理
难度就会比较大。”

记者跟随张兆斌来到
一处旱厕，并没有走进去，
只是在外面驻足观看，不

一会儿就从厕所里传出阵
阵恶臭，记者顿时觉得胃
里开始翻腾，赶紧捂鼻离
开。

张兆斌称，他们负责
的这片区域小巷子特别
多，有许多旱厕都是在大
院的深处，要绕好几个弯，
所以他们挑着担子走的时
候都特别小心，生怕有一
点粪洒出来。记者看到，张
兆斌挑着一百多斤的担
子，在不到两米宽的小巷
子里穿来穿去，步伐稳健，
四平八稳，没有洒出一点
粪。

张兆斌称，由于巷
子既窄又深，城肥车只
能停在巷子口，由担粪
工将粪便送到车上，递
桶 时 需 要 用 巧 劲 递 上
去，要不然稍微一倾斜
粪就倒地上了。

“小巷子看着不长，但
来来回回走的路就多了。”
张兆斌称，他们每天连续

作业大约5个小时，有时他
们要担着桶走一里地，一
早上算下来要走50里地。

张兆斌清楚地记得，
1986年8月26日，济南下大
雨发大水，水最深的地方
都到了人的心口窝，许多
旱厕更是积满了雨水，粪
便外溢，但是他和其他员
工毅然坚持按时到岗，把
居民的旱厕清理干净。

“当时居民觉得我们
肯定不 会 来 了 ，所 以 那
次非常感激我们，还给
我们送了锦旗。”张兆斌
称，看到居民送来的锦
旗他心里暖暖的，打心
底里感受到自己这份工
作的价值，从那时起他
坚定了要做好一名淘粪
工的决心。

一把舀勺、一条扁担、
两只粪桶，这就是他的“装
备”，张兆斌每天就用它们
清理着城市旱厕内的粪
便，一干就是36年。

一根扁担两个桶，一挑就挑了36年

“这个工作被很多人
看不起，我们在大街上工
作的时候经常看到路人投
来异样的目光。”张兆斌
说，在早些时候，有些人曾
调侃他们是“坐过牢的囚
犯”，用来告诫自己的孩子

“以后要是不好好干，将来
就得和他们一样去挑大

粪。”听了这些话，他虽然
有些生气，但也只能默默
地忍受着。

“现在许多人见我们
挑着粪，都躲得远远的，
捂 着 鼻 子 ，绕 着 我 们
走。”张兆斌说，有时候
想想觉得有点冤，他们干
着城市里面最脏最累的

活，却得不到市民的尊
重，有时候还像躲瘟神一
样躲着他们，虽然他也理
解路人的行为，但是每当
看到这些，心里依旧不是
个滋味。

“不过时间干久了，
也就慢慢习惯了，其实有
谁想闻这臭味呢？”张兆

不怕苦不怕累，就怕别人瞧不起

本报见习记者 孙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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