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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劳动节即将到来，那些身在一线的劳动者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无闻地工作着。劳动是光荣的，但是劳
动也需要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本报特推出《今天我当班》栏目。本报记者将以体验者的身份，深入到城市中的各行
各业，体会普通劳动者工作中的酸甜苦辣，真实地记录出各个岗位劳动者一天的工作状态，展现他们可敬可爱的
品质。如果您希望更多的市民了解您的行业，也欢迎拨打本报新闻热线967066提供线索。③

为港城供水“把脉”的自来水检漏工———

白白白天天天车车车多多多噪噪噪音音音大大大
夜夜夜间间间工工工作作作常常常被被被当当当成成成贼贼贼
文/片 见习记者 王晏坤 通讯员 朱涛

在港城，有这样一群人。马路上他们像探矿的矿工，涵洞
内他们像捕鼠的猎人，夜晚的小区里常见他们出没的身影，
甚至多次被误认作小偷。他们头顶大耳机，手捧听漏仪，一步
一步地追随着这个城市的水脉。他们是港城自来水检漏工。

24日，本报记者与港城的检漏工一起为城市“把脉”，工
作在第一现场，体验这个职业的冰山一角，感受港城检漏工
的苦与乐。

个个都是顺风耳 捕捉管道漏水声
24日上午9点，烟台市自来

水公司楼下，记者见到了自来
水公司检漏班成员，班长郭相
伟和工人郑建涛、刘伟。

记者跟随检漏工赶往海岸
街中段，对上周四检测的可疑
漏点进行确认，划定挖掘范围，
以便尽快施工修复。

“检漏工的本质就是用耳
朵捕捉管漏声，然后堵住漏
点。”郭相伟如是说。

记者看到检测路面上有几
处水表井，郭相伟走到最近的
一处，用大铁锤和钢钩费力地
将井盖移开，井里全是污水。因
常年搬动这些笨重井盖，检漏
工肩部、腰部等出现了不同程
度的损伤。

“听！听！就是这儿，这条管

道附近肯定有漏点。”郭相伟手
持一根长约2米直径1厘米左右
的铁杆说。他的耳朵紧贴着铁
杆顶端的“听筒”，下端则触在
水表井内的管道阀门上，而这
个铁杆便是检漏员最常用到的
听音杆。

“这项工作练就了我们的
顺风耳，作为‘地下工作者’必
须对声音敏感。”郭相伟调侃
道。

在用相关仪测量了管道走
向后，郭相伟对可疑漏点位置
的判断八九不离十了。

为了提高上午的工作效
率，刘伟和郑建涛留下来继续
精确漏点位置，记者则与郭相
伟一同前往烟台发电厂东门附
近的地下涵洞例行检测。

黑灯瞎火进涵洞 蛇鼠毒气很危险
烟台发电厂东门附近的地

下涵洞，在常人看来仅仅是个不
起眼的水沟。而对检漏工来说，
此处涵洞下埋藏着宫家岛水厂
的一条自来水地下输送管道，属
于检漏工作中的大管路。

郭相伟告诉记者，检漏员供
水抢修车上常备的东西除了各
种仪器外，还有手电、水靴和皮
衩，甚至还有防毒面具和供氧系
统等。

郭相伟穿上皮衩下到了涵
洞洞口处，而记者向涵洞里望
去，漆黑一片。

郭相伟走在前面，而记者紧
随其后小心前行。越往里走泥沙
沉积越多，步履艰难，很容易滑
倒。

借着手电筒的亮光，记者看
到一些印迹，郭相伟说这是老
鼠、蛇等留下的，像这种地方老
鼠是最猖狂的，穿着皮衩和水靴
也是为了避免被老鼠等动物咬
伤。

仔细查看后，并未发现管道
隆起或下凹的情况，如此可确定
这段管道暂时没有问题，等十几
天后再来查看。

郭相伟说有的涵洞内臭气
熏天，空气中充斥着各种有毒有
害物质。检漏工必须穿戴防毒面
具进洞作业，稍有不慎就会有生
命危险。

复杂的地形使检漏工非常
熟悉地下管网和地上交通道路，
成了港城的活地图。

雨天不宜检漏 但也闲不住
原计划下午要去大海阳路

附近的居民区检漏，但飘起的小
雨影响了工作进度。

“没办法，各种检测仪器的敏
感度都很灵敏，在雨雪大风等恶
劣天气检漏会出现很大的误差，
所以下午只能停工了。”郭相伟说。

“真是歇不起，耽误了检漏，
水管出现问题我们检漏班就必
须担起全部责任。”郭相伟说。检

漏工这份工作是个良心活，检漏
工用心检测出来了，就会节省很
多水资源，若偷懒不检测也不会
有人察觉，但从没人会去那样
做。即使下午不外出检漏，检漏
工也闲不着，因为办公室里的抢
修电话也会响个不停。

在记者即将离开时，郭相伟
接到一个电话，“喂，您好，您哪
里，什么地方？”。

夜深人静去工作
曾被当作贼盘问

据郭相伟介绍，春秋两季是
检漏工工作的黄金季节，因为春
秋两季没有冬夏的严寒酷暑和
蚊虫叮咬，工作环境相
对来说要好些。

“冬夏两季最难熬，
夏天蚊虫多，天气再热
也得穿厚厚的皮衩进涵
洞检测，冬天即使寒风
刺骨也得出去找漏点做
检测。”郭相伟说。

天气越恶劣，检漏
工们就越忙碌，热胀冷
缩的原因，各级水管都
容易出现接头松动和管
道裂口等情况。

“三月份工作量最
大，冬春交替使水管开
始膨胀，一些老化的水
管非常容易出现裂口。”
郭相伟说。在他的工作
记录本上，记者看到三
月份的工作量近70个，
而平时在40个左右。

穿便装很奢侈

热乎饭难吃到

完成上午的工作任
务后，检漏工陆续回公司
吃午饭，午休的时间是一
个半小时。

“干不完上午的活都
不回来的，在工地随便买
个包子吃，不会回单位吃
热乎饭。”郭相伟告诉记
者。食堂的开饭时间是上
午11点半，而在工地的检
测时间却不固定，一般回
到 公 司 后 ，食 堂 都 打 烊
了。

吃完午饭，来到了检
漏班办公室。办公室不足
20平方米，里面摆了六七
把椅子，两张办公桌和一
个文件柜。靠墙的桌子上
立了一块小黑板，上面记
录了一些路段名称及时
间等内容。

“这算个留言板，及
时提醒我们要做什么和
做了什么。”郭相伟解释
道。

办公室的椅子靠背
上都有一件很新的便装，
与检漏工身上的工作服
对比鲜明。

“看着衣服在这儿，
其实平时根本没时间穿，
特别是穿件西服出去逛
逛，感觉很奢侈。”郭相伟
告诉记者。便装离他们那
么近，却又显得很遥远。

据郭相伟介绍，夏天的检
漏工作都得在晚上进行，因为
白天气温高，车流量也大。而

在夜晚作业，经常
引发一些误会。

“手里拿着根
长铁棍和手电筒，
有时还得拿着别
的仪器，大半夜的
走在小区里，还得
慢慢走，曾多次被
居民误认为是小
偷。”郭相伟笑着
说。而郑建涛告诉
记者，一次在保安
措施严密的小区
内检漏，曾遭到三
四个保安的轮番
盘问，还差点报了
警。

“有时候你穿
着工作服，亮出工
作 证 人 家 也 不
信。”郑建涛说。

春秋季好受点
冬夏季最难熬

格酸甜苦辣：

AA

BB

CC
33名名检检漏漏工工就就同同一一个个漏漏点点多多次次核核实实，，要要把把误误差差降降到到最最低低。。


	J1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