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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各地
持续高温让人酷热
难耐，但垃圾清运
工们依然坚守在一
线，顶着烈日、冒着
酷暑，用辛勤的汗
水，换来城市的整
洁和市民的舒心。

于佳霖 威海报道

汗珠顺着额头滴落

19日下午2点，李勇
和曹生印正在威海市塔
山中路清运垃圾，这正
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
烈日盛、气温高，两个人
被晒得黝黑，密密麻麻
的汗珠顺着额头滴落。

李勇和曹生印是威
海市环翠区的两名垃圾
清运人员，李勇负责开
车，曹生印负责装卸垃
圾桶，他们默契配合着，
奔走在各个清运点。

李勇开的是小型垃
圾清运车，主要穿梭在
各个小区、路边进行垃
圾清运，最后将垃圾统
一送到大型垃圾清运
车，再由大型垃圾清运
车送往垃圾焚烧厂进行
处理。

记者跟随垃圾清运
人员来到垃圾清运点，李
勇熟练地将车停在垃圾
桶旁，曹生印则下了车，
将垃圾桶挂在车上，将一
个个垃圾桶清空。他俩配
合默契，动作迅速。

清理完垃圾桶里的
垃圾后，曹生印从车上
拿出扫帚，开始打扫地
面上被风吹落的杂物。

“必须清扫干净，我们得
做到‘车走场清’，垃圾
桶周围也不能留垃圾。”
曹生印一边说着，一边
挥着手中的扫帚。

每天多次清运

垃圾清运是城市管
理的重要一环，直接关
系到城市环境和市民的
生活质量，只有及时清
运垃圾，才能有效防止
垃圾滋生细菌，减少垃
圾产生的异味。

“夏天温度高，更容
易产生细菌，发出异味，
所以我们会控制好清运
频率。”李勇告诉记者，
每天要清运3 0多个点
位，每个点位清运2—3
次，对于人流量大、垃圾
多的点位，最多每天会
清运6—7次，确保垃圾
桶不满溢。

虽然清运频率高，
但高温下，垃圾桶散发
出的异味，还是让人难
以忍受。“刚开始做这行
的时候，被垃圾气味熏
得没胃口吃饭，但现在
已经没那么敏感，习惯

了。”曹生印说，从事垃
圾清运工作已经近20个
年头，日复一日地做着
繁重且有“味道”的工
作，早就习以为常。

下午三点半，最后
一趟清运已经结束，李
勇开着车前往大型垃圾
车停放点准备“卸货”。

在大型垃圾清运车
停放点，我们看到不少
小型垃圾清运车正排队
等待卸货，而装满垃圾
的大型垃圾清运车，正
准备前往垃圾焚烧厂。

据了解，清运的生
活垃圾，将全部运输至
垃圾焚烧厂进行焚烧发
电，全市生活垃圾焚烧
处理能力，达到每天3800
吨，能够实现全量焚烧

“零”填埋，无害化处理
率达到100%。

“我们每天早晨四
点半开始工作，一直干
到下午四点左右，能清
运四五车垃圾，得有300
多桶。”李勇告诉记者，
每年6月底到8月，是生
活垃圾产生最多的时
候，他们会提高清运频
率，为城市的干净和市
民的舒心保驾护航。

累并快乐着

“看着清空的垃圾
桶，想到威海的整洁有
我出的一份力，我就挺
开心。”曹生印挺喜欢自
己的这份工作，每天都
累并快乐着。

烈日和酷暑，并没
阻挡“城市美容师”的步
伐，像李勇和曹生印一
样的垃圾清运人员，仍
坚守在各自岗位，为守
护城市颜值挥洒汗水。

据威海市城市管理
综合服务中心相关工作
人员介绍，目前，全市每
天产生生活垃圾约3500
吨，每天有276辆垃圾运
输车、近700名清运人员
奋战在垃圾收集运输工
作一线，全力保障生活
垃圾“日产日清”。

700名垃圾清运人
员在酷暑里守护城市整
洁，威海市城市管理综
合服务中心也为他们做
好了后勤保障。

据了解，威海市环卫
主管部门，为一线垃圾清
运人员都配备了必要的
劳动防暑降温用品，如藿
香正气水、风油精、毛巾
等，保证他们在高温下工
作时的健康和安全。

管悦 徐晓磊 济南报道

练就“十八般武艺”的老孙

6月17日上午10点，记者在济
南市槐荫区外来务工人员服务中
心看到，虽临近中午，仍有不少务
工人员坐在院子里等待“入职”。

“老板要人吗？木工、瓦工都
会。”看到有人开车驶进来，十几
名务工人员蜂拥而上。电动车往
身旁栏杆上一歪，背上工具包，老
孙也急火火地冲了过去。

今年48岁的老孙，在建筑行
业干了已有20年。“最近天气热，
加上有些人回家收麦子还没回
来，市场上人比以前少了点。”老
孙说，每天早晨四点半到七点半
之间，是招工的“黄金时段”。

“今天市场上来了差不多四千
人，三分之一找到了工作，剩下的
人要不回家，要不在这儿继续等
活。”老孙说，“下午还有一波夜班
的招工。”

在建筑行业摸爬滚打多年，
老孙练就了“十八般武艺”。从小
工到木工、瓦工、电焊，老孙都能
干。在老孙看来，多学门手艺，就
多了一项能吃饭的本事。

为方便找活，老孙与老乡在
市场周边合租了一间房。房租300
块钱一个月，刨去水电、吃喝等生
活费，老孙每个月还能剩两三千块
钱，“比在家种地好点，老二才上小
学，以后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为
了每天能早点来市场“抢活”，老孙
还特意买了辆二手电动车。

据介绍，来劳务市场招工的
单位大多是建筑工地、装修公司
等。工资依工种有所差异，其中工
地小工工资较低，日薪在180—
200元；工资高的要数瓦工、木工、
刮腻子等技术工种，能达到300元
以上。

眼下济南白天气温近40℃，
各工种的工资也比平时高出20—
30元。老孙和工友们笑称，这是给
的“暴晒钱”。“天热了，出来干活
全凭自己。有些工地因为高温停
工了，不少人在家里休息。”

搭档十年的“云霞”组合

出槐荫区外来务工人员服务
中心大门，往北走一段路，还有不
少务工者坐在树荫下“碰运气”。

他们平均年龄在50岁左右，有
不少是女性，只要技术好、肯吃苦，
无论男女都有钱赚。他们手里提着
工具包或者脚边放着工具桶，里面
装着瓦刀、电钻、锤子……

范青云便是其中之一。此时，
她正坐在路边望着远处，绿豆大
的汗珠在脸上滑下。“是有点热，
我里面还套了工作服。”范青云是
个瓦工，平时负责刮腻子和刷乳胶
漆，衣服难免会沾上污渍；为了避
免坐公交车时弄脏座椅，她特意在

工作服外面又套了件干净衣服。
十几年前，原本在家务农

的范青云经老乡介绍来到济
南，干起瓦工。在一次干活中，
范青云认识了同为瓦工的李海
霞，俩人因为年纪相当、配合默
契，于是组成了固定搭档。这一
搭档，就是十年。

年近六十岁的范青云和李海
霞，在劳务市场上已算高龄务工
人员。因为技术好，又能吃苦，两
人攒下了不少回头客。俩人的活
儿大都是和装修公司合作，“现在
工地活儿比以前少了，主要是干
装修。”范青云介绍，刮腻子一天
工资在300元以上，正常一个“整
工”是9个小时，加班则需要每小
时增加50元。

应对高温天，范青云和李海
霞也有干活“妙招”。趁着早晨比
较凉爽，两人会比以往早点到达
工作地点；中午温度升上来后，俩
人会多休息一会儿，等温度逐渐
下降再开始工作。

骑“宝马”的“阿香姐”

“明天还需要人吗？”张玉香
骑着电动三轮车经过劳务市场附
近时，不少工友凑上去拦住了她。
相比其他“趴活人”，张玉香很幸
运，因为她自己组了个小施工队。

24年前，年仅21岁的张玉香
只身一人来济南闯荡。她买了辆
二手自行车，手写了张“求职信
息”牌，在济南市经六路附近的零
工市场接装修的零活。

随着积攒的人脉越来越多，
张玉香的摊子也越来越大。她喊
来了父亲、姐姐、弟弟等家人，组
成了团队，承接改水电、砸墙、吊
顶、刷墙、保洁等“一条龙”服务。

有时活儿太多，张玉香会来市
场上找几个人帮忙。天气热了，张
玉香还会适当加一部分钱给工友。

张玉香的电动三轮车上，放
满了各种装修用的工具。张玉香
笑称这辆车就是她的“宝马”。

关于招工，张玉香有一套严
格标准。“一般重力气活，肯定还
是想要年轻、力气大的，但在市场
上一般五六十岁的人居多。”张玉
香直言，“熟手”自然最好——— 技
术好、能吃苦、知根知底，用着省
心。而这也是劳务市场上的一条
不成文规定——— 因为工人流动性
大，大家都倾向于找“熟人”干活，
技术、性格都能摸得清，有保障。

“装修的活儿挺多，主要集中
在济南东边，那边新建小区比较
多。”问及高温下生意咋样，张玉
香扬了扬手机说。

辛劳一天，钱包进账，“打零
工”虽不稳定，但“趴活人”却备感
踏实。临近中午，市场人群逐渐散
去，老孙和老乡们决定吃个饭再
回来看看，“天热不怕，怕的是没
活干，等等还有机会”。
(范青云、李海霞、张玉香均为化名)

高温天气下，济
南劳务市场情况如
何？“趴活人”的生计
有没有受到影响？记
者探访发现，虽然每
天打零工，但多数人
挺乐观，有的还练就
一身“本领”。

威海700多名垃圾清运人员守护着城市整洁。 烈日当空，务工人员躲在树荫下等活。

垃圾清运工、“趴活
人”以及交警、建筑工
人……他们冒着酷暑
坚守岗位，换来干净
的街道、便利的生活、
井然的交通……

让让垃垃圾圾日日产产日日清清。。 张张玉玉香香骑骑““宝宝马马””揽揽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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