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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日当空，高楼
大厦的玻璃幕墙犹
如“大烤炉”，那些悬
在百米高空、飞檐走
壁的“蜘蛛人”，不惧
高温“烤”验，为城市
美化贡献自己的力
量。

尉伟 高曼娟 济南报道

早上一身汗
仅仅是“热身”

又是一个高温天。6月
12日早晨7点，济南闷热无
风。当记者来到济南市章丘
区刁镇消防救援站时，消防
员们早已大汗淋漓。

“早上5点半起床后，我
们会外出跑 3 公里或 5 公
里。”站长王伟告诉记者。为
了应对持续的高温天，他们
会进行错时训练，把户外训
练调整到早上或傍晚。而在
最闷热的下午时分，大多进
行室内学习和训练。

站上制定了夏季防暑
应急救援预案，在应对处
置细节上做了详细规定。

“安全是第一位的，不管训
练、救援，出现不舒服状
况，立马报告。”王伟介绍，
每辆消防救援车时刻配备
藿香正气水、风油精、清凉
油、葡萄糖以及运动型功
能饮料、盐汽水等防暑降
温用品。消防站里每天都
会提供绿豆汤、大麦茶、山
楂汤等解暑饮品，及时为
消防员补充水分。

消防员一天能流多少
汗？这可真不好说。早上起
床就出操，出操完已经是一
身汗，而这一身汗只是一整
天工作的开始。

中午12点，太阳炙烤着
地面，温度计显示室外已达
39摄氏度。记者试着用矿泉
水往地上泼洒，似乎都能听
到“刺啦”声；站在室外，即
便什么都不做，都让人感到
头皮发麻、汗流浃背。而此
时，警情却“不合时宜”地来
了：辖区内一处荒草地突然
发生火情。

“出发!”在站长王伟的
带领下，两车十六人迅速赶
往现场。

出一次警
衣服湿透一次

刁镇消防救援站，辖区
内有化工厂和乡镇居民区，
还有部分林场、麦地和荒草
地。

“这个季节气温高，随
手一个烟头落在麦地或荒
草地里，就容易引发火情。”
在消防车上，王伟向记者介
绍，“其实，气温高低，对消
防员来说区别不大。”因为
火场上的温度和“烤”验可
能比现在还要高。火场中的

热辐射，会让人感觉被火焰
包围。即便是寒冬，战斗服
外面结了冰，里面仍能热得
让人衣衫湿透、拧出水来。

很快，消防员抵达火
场附近，他们身着战斗服、
拎着十余公斤重的风力灭
火机等工具快步跑向起火
点。记者一路跟随消防员
的脚步，即使两手空空，也
累得气喘吁吁，脸颊就像
贴在火炉子上。

所幸扑救及时，火情迅
速化解。别看只有短短十几
分钟，可每个消防员脸上都
布满汗珠，额前头发也湿成
一缕一缕的，更别说战斗服
里面啦。

回到救援站，消防员将
战斗服晾在栏杆上，形成一
道橙色风景线。对此，王伟
笑了笑说，消防员备用的衣
服就一两套，高温天遇上连
续警情，很可能就要穿着湿
衣服出警，“所以，我们都把
衣服晾在外面，便于速干”。

每人装备四五十公斤
“实战”一气呵成

傍晚6点，气温略降，刁
镇救援站的消防员却全副
武装集合待命。穿着厚重的
战斗服、背着沉重的空呼
器，每个消防员身上的装
备，少说也有四五十公斤。

这次训练的科目之一
是枪炮协同灭火，消防队员
们不仅要快速将水带铺设
至起火点，还要有两人抬着
180斤的水炮到90米处。

站长王伟一声令下，6
名消防队员在班长带领下，
从下车到铺设好水带，直至
最后完成“出水”扑救，整个
过程一气呵成。

“如果现在脱下战斗
服，就是高温天也觉得挺
凉爽的……”谈及穿着战
斗服的感觉，训练间隙，牛
兆杰这样说。摘下头盔，他
的头发早已湿透，汗水顺
着脸颊不住地往下流。当
训练结束，每个消防员都
像从水里捞出一般。

“这种高温下的训练，
我们要求跟实战一样，甚至
比实战更严格。这样才能在
面临各种突发灾难时，更好
地完成任务，也是为了更好
地保护自我。”有着多年灭
火救援经验的站长王伟深
有感触。晚上8点，警铃突然
又响起，消防员们飞速奔向
消防车。从铃响到队员们上
车短短45秒，消防车就已开
出了记者的视野。

杜春娜 济南报道

“工作不停歇”

6月18日10时30分许，李
顺福擦完了最后一块玻璃，来
不及喝水，便和工友们收拾好

“家伙什儿”，来到楼顶放下工
具，以便下午的第二波工作。

一天前，李顺福和6位工
友跟着公司老板刘响，来到济
南博晶大厦，开始了“高空生
活”。“包括我在内的6个人负
责玻璃清洁，一人在楼顶照料
绳索。”在李顺福看来，高空擦
玻璃需要团队合作，每个人的
工作都很关键。

“李顺福”们被称为“蜘蛛
人”。他们在数百米的高空中，
系好安全绳、带好工具，沿着
绳索，坐在十几厘米宽的坐板
上，一边清洁玻璃，一边降到
底层。

高空清洁工作，普通人看
得胆战心惊，但对于像李顺福
这样的老师傅而言，早就驾轻
就熟了。

李顺福今年43岁，算是济
南较早一批“蜘蛛人”。2000年
左右，经亲戚介绍，他加入了

“飞人”行列。如今，20多年过
去了，他还在和玻璃打着交
道。

李顺福在工友中挺好辨
认。他皮肤黝黑、体格壮实，腰
间有个小挎包，红色短袖、红
色水桶让他格外亮眼。

从低矮的楼房到几百米高
的楼宇，从济南到山东各地，他
擦过的建筑数不胜数。“今年刚
给济南的万象城、龙湖天街搞
过清洁。”

由于济南最近天气炎热，
李顺福和工友们一般从早上7
点开始干活，一干就是三四个
小时。“我们会尽量避开高温
时段，选择早晨和下午比较凉
快的时间工作。”

李顺福的老板刘响，也是
“蜘蛛人”出身。时刻关注清洁
进度、提醒过路行人……如今
虽已不再亲自上阵，但他也闲
不下来。

走遍山东各地

刘响入行15年，他是从货
车司机转行当“蜘蛛人”的。

入行三年后，刘响彻底熟
悉了流程，之后，他便想着开
家公司赚钱。2012年，刘响的
公司成立了，主业便是清洁服
务。“如果清洗面积比较大，就
需要按面积收费。”

从一开始的几名员工，到
如今的十几名员工，刘响一点

点扩大公司的影响力。他带着
伙计们，在山东各地擦玻璃。

“不仅是山东，我们也去过北
京、天津等省外城市。”

“大楼一般是一年清洁一
次。”刘响说，擦玻璃也有淡旺
季之分。一般而言，旺季是在
劳动节、国庆节以及其他节假
日。因为那时大楼里人比较
少，容易操作。

“炎夏酷暑，又是室外工
作，这个工作确实辛苦。”高空
擦玻璃是实打实的辛苦活，从
业15年，刘响深有感触。

“如果夏天长期待在高
空，特别容易缺水，身体受不
了。”李顺福说，除了天气炎热
的原因，还与“蜘蛛人”的工作
性质相关，“高空作业时，没法
去厕所，为了避免这个麻烦，
我们干活时几乎不喝水，渴了
都是硬忍着”。

李顺福说，夏季高空擦玻
璃，还特别怕极端天气，尤其
是突发的极端天气。

2022年夏季的某一天下
午，李顺福正在济南某大楼擦
玻璃。本是晴空万里，可突然
狂风大作、暴雨倾盆。悬挂在
半空中，李顺福上不去又下不
来，进退两难。无奈，他只能紧
紧握住绳索，等待风雨停止。

“蜘蛛人”以80后为主

从早上7时左右一直干到
10时30分，随着太阳逐渐直
射，李顺福和工友们时不时用
袖子擦擦汗，有条不紊地擦着
玻璃。干净明亮的玻璃，映照
着他们忙碌的身影。

“还有一两天就完工了。”
刘响说，一般一座百米高的大
楼，他们几天就能完成工作。

“像济南的云鼎大厦，结构比较
复杂，净高就三百多米，工时比
较长，用了一个月左右时间。”

“高空擦玻璃是高危行
业。”刘响坦言，要想从事这一
行，身体素质必须好，不能超
过53岁，新人还需要老师傅带
着培训半年。“我们都要持证
上岗，患高血压和超过53岁的
人无法办理高空证。”

“目前干这一行的主力军
是80后，90后等年轻一代还很
少。”刘响数了数，团队里最年
轻的员工也已30多岁。“全市
目前有1 5 0多名职业‘蜘蛛
人’，年轻人比较少。”

“我们都能理解，这份工
作太累，年轻人都不愿干。”对
于李顺福等人而言，他们已经
习惯了百米高空的生活。尽管
有苦有累，这些“老蜘蛛人”
们，每天还是会迎着朝阳，开
始在高空谋生存的一天。

炎炎夏日，奔赴
火场的消防员以及
高空作业的“蜘蛛
人”，直面高温“烤”
验不退缩。阳光很
炽热，他们很勇敢。

无论气温多高，
一旦遇到火警，消防
员都要立即奔赴灭火
救援第一线！近日，记
者跟随济南市章丘区
刁镇消防救援站的消
防员一起出警，体验

“火热战斗”。

▲每次训练、出警后，消防员都是大汗淋漓。
“蜘蛛人”高空作业，除了高温“烤”验，还担心极端天气突袭。

喝喝藿藿香香正正气气水水防防中中暑暑 ““蜘蜘蛛蛛人人””高高空空工工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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