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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3 月 14 日讯 (记者 解

玉洁)14 日，市创卫办市场督导组

到兰山区检查了焦庄市场、三里庄

农贸市场、煤山菜市场、傅屯小吃

街、东关商业街 5 处市场，检查中

督导组发现，农贸市场较之上周已
经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但市场内

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督导组组长

陈为国当天下午就给问题严重的

市场下发了督改单。

在焦庄市场一家摊煎饼的小
店内，记者看到，盖顶上刚烙出来

的煎饼被放置在一个矮凳上，旁边

则是一张卷起被褥的床铺，床铺上

方凌乱地挂着穿过的衣服、毛巾等

杂物，墙角放了一个架子，架子上

盛放了很多生活用品，而床头与墙
之间的夹缝里，塞进了大约十几袋

面粉。店主正在离此不到半米远的

营业区售卖煎饼。

在焦庄市场内的一家小吃

店，洗过的碗和盘子被摆放在窗
台上，地上零散地放着两桶油，旁
边还有一个煤球炉，地上满是水

渍和菜叶。店里的桌面上还摞着

几个装有剩菜的大不锈钢餐盘，

同样在桌子上放着的，还有 6 个
折叠起来的马扎，店内的卫生情
况不容乐观。

位于通达路与海关路交会处
的傅屯小吃街，前身则是傅屯农贸

市场。14 日，市场负责人表示，该小
吃街正在由农贸市场转型成为餐

饮小摊点群，处于转型期。

记者在傅屯小吃街看到，除

了门口几家烤排店、熟食店以外，

里边的店铺大多是粮油店，还有

一排店铺全部在门前占道经营各
种蔬菜、水果，大约有十几个摊

位，其中也不乏活禽宰杀的摊位。

显然，傅屯小吃街改名之前正是
一个典型的农贸市场，但改头换

面之后，市场的内容却没有随之

发生变化。

关于傅屯小吃街定位于餐饮
小摊点群还是农贸市场的问题，

市场督导组组长陈为国表示，下

午就会下发督改单，责令该小吃

街限期定位，并按照标准进行整

改。

市场督导组组长陈为国去年

就曾作为督导组的负责人主抓农
贸市场卫生管理，他对记者说，经

过督导组与各市场的一致努力，

去年全市农贸市场“脏、乱、差”现

象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但今年

检查的时候，却发现有很多农贸

市场又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弹。

“农贸市场能不能管好，关键还是

靠商贩的自觉。通过创卫，让商贩

养成良好的市场卫生习惯，而不

是只应付一时的检查，这才是真

正的意义所在。”陈为国说。

宁愿一人苦 换来万人洁

掏粪工李守义：累也很快乐

谈到自己的工作，李守义一
点也不避讳，他说：“我就是掏粪

的，每天干的活就是挨家挨户去

拉粪，再放到收集处等环卫车来

拉走，一年 365 天我就上 365 天的

班。”李守义告诉记者，他今年 68

岁，郯城县沙墩镇花马屯村人，

1995 年来临沂时就在环卫所工

作，现在负责通达路到新华路，金

源路到金坛路范围 400 多户居民

的粪便清运。

虽然干了 1 6 年的掏粪工

作，可至今李守义还清楚地记得

第一次去掏粪的情景，李守义回

忆说，他当时去一户人家掏粪，

那家的小孩好奇心很重，围着他

转个不停，还问他是干什么的？

为什么要掏粪？不怕臭吗？“说心
里话，我刚开始掏粪时，很不习

惯的就是那股臭味和别人异样

的眼光。现在除了夏天味道太

重，我的鼻子已经对脏臭‘没感

觉了’，毕竟都干了 16 年了，什

么也都习惯了。”

“现在掏粪的时候，还是有些
小孩对我很好奇，他们都捂着鼻

子在我身边看热闹，他们的父母

也都会让小孩子们离我远点，嫌

我身上又脏又臭。”李守义笑着告

诉记者，工作虽然脏，但是为了大

家生活得更好，自己工作脏点累

点都无所谓。

李守义告诉记者，谁家的

卫生情况都能摸清了，哪家需
要多长时间去一次，心里已经

很有数了。”干了 16 年的掏粪工

作，连李守义自己都不记得掏

干净了多少个粪坑，挑了多少

桶粪便，而且也早已经习惯了
这份工作。

记者跟随李守义体验了一次

他的工作，“得赶早出去掏粪，先到

金坛路的小巷子里看看吧。”李守

义说完就向目的地驶去，当记者和

李守义来到一个小巷子里时，李守

义就提着一个空粪桶走到一户门

前，“掏粪的来了，开开门。”李守义
习惯性地说着每天工作时的第一
句话，一名女户主开了大门让李守

义进去了，他直奔厕所，一会工夫

就把粪坑里的秽物用铁锨铲进了
粪桶里，然后提着满满一桶粪便走

出户主的家里。

“老李都干了十几年了，和我们

非常熟悉了，冬天有时候天不亮就

来了，我们这边多长时间需要掏粪

他都知道，这么大年纪干这个挺辛
苦的。”户主刘女士告诉记者，她家

住着十几口子人，大多是来租房子

住的，人员比较多，李守义几乎要每

隔一天就得打扫一次。

另一户人家门口，他重复着同

一句话，然后把铁锨放在门一旁，

提着空桶就走进了厕所，然后直接

把一桶粪便倒在了他的空桶里，出

门倒在车上的大铁桶里，简单的几

个动作就把活干完了。“这一条十

米的小巷子里，今天就得去至少十

家看看，有的家里人口多的，就要

一天来一趟。”李守义说着又提着

空桶去敲下一户的门。就这样一上

午的工夫，车上的四个空粪桶已经

满了。“得抓紧回去把它们送到指

定地点，时间一到环卫车就去拉，

可不能晚了点了。”说着李守义就

朝另一目的地奔去。

这一干

就是 16 年

李守义还告诉记者，自己

这些年一直坚持干掏粪这一

行，也是因为家里人的支持。

李守义的老伴和他一起来的

临沂，因为家里需要人照顾孩

子，两年前就已经回老家了。

“我的三个儿子都很支持我干

这个，都没觉得有什么丢人

的。”

一直忙到九点，李守义才

刚刚忙完他当天的第一次掏

粪任务，因为他的三轮车里的

四个大桶粪铁箱子都已经满

了，他需要把这些粪便带到粪

便收集处，等待环卫处的车把

它带走，进行下一步的处理。

当环卫车把粪便带走后，李守

义终于可以暂时休息了。他简

单地洗了洗手，然后来到他那

十平米的小屋里，开始准备他

的第一顿饭。记者看到在他不

大的屋子里，摆放了两张床和

一张破旧的桌子，李守义告诉

记者，他家里的电器除了电灯

就是儿子给买的电磁炉了。

“儿子孝敬，怕我吃不上

热乎饭，特意给我买了个电磁

炉，我自己就办点饭吃，挺好

的。”李守义说，三个儿子都很

孝敬他，经常来临沂看望他。

早饭吃得很简单，一个煎饼，

一小盆剩白菜。“吃完还得再

出去一趟，还有很多户早晨没

过去，十二点环卫车还来拉一

次，得赶紧去了。”

文/片 本报记者 王晓 李婷

工作了 16 年，脏臭早已习惯

重复的工作，累但快乐着他说

清晨 5 点，当很多人还在睡

梦中时，掏粪工李守义就已经穿
好了衣服，拿好了工具，准备自己

一天的工作了。掏粪工，一个让人

难以接受的职业，可是李守义一

干就是 16 年。

在火车隧道的桥洞地下，一

间不足 10 平米的房子里，记者看

到了李守义，他矮矮的身材，背有

些驼了，穿着一件蓝色旧棉袄，洗
得有些掉色的黄裤子，脚上穿着

布鞋，上面还能依稀看见粪粒的

痕迹。
李守义拉着掏粪的工具奔波在工作的路上。

农贸市场的问题真不少

煎煎饼饼放放在在床床头头 马马扎扎摆摆在在桌桌上上

他说

本报 3 月 14 日讯

(通讯员 凌霜 记者 伟
伟)“经过卫生大扫除，卫

生死角不见了，城区更加

干净宜居。”3 月 12 日，家

住安居小区的彭教师高兴

地说。经过该区拉网式卫

生清理，城区面貌焕然一

新，这次卫生清理工作也

全面拉开了城区卫生整治

的序幕。

河东区积极响应市爱

卫会开展春季环境清理整

治，启动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工作的号召，全区成立 25

个工作组，对所有区级领导

进行分工，责任到人，实行
部门包街道、包社区制度，

共有 36 个部门包区驻地 19

条主要干道，44个部门包所

有迎查的 44 个社区，形成

了部门全参与、责任全覆盖

的创卫格局。从 2 月下旬
起，抢前抓早，提前进入状

态，广泛发动，精心组织安

排，开展了以清理整治广大

群众身边环境为重点的卫

生清理活动。

该区把环境卫生的清

理整治与启动创建国家卫

生城市的工作紧密地结合

起来，在集中清理街路、庭

院“三堆”的同时，还集中

清理了群众反映强烈的乱

堆乱放、乱贴乱画、居民庭

院中卫生死角。截至目前，

该区已先期对 19 条主干

道、44 个社区进行了集中

突击清理，共清运出各类

垃圾 40 余吨。

河东区全面清理城区卫生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