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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明两天，
台风或带来降雨

本报8月8日讯(记者 吕璐 通讯员
凌艺) 8日，“秋老虎”又给青岛来了一

个下马威，最高气温30 . 4℃。而9日和10日，
西太平洋生成的台风“海葵”的外围会给青
岛市带来降雨，未来三天最高气温在28℃
左右。

据青岛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介绍，8

日，青岛市晴间多云，南风短时北风3—4

级，相对湿度72—95%。市区最低气温为
24 . 8℃，最高气温为30 . 4℃，郊区最低气温
在23 . 8—24 . 9℃之间，最高气温在30 . 9—
3 3 . 5℃之间，其中平度市气温最高，为
33 . 5℃。

8日16时，根据中央气象台监测，从西
太平洋生成的今年第11号台风“海葵”减弱
为强热带风暴。受“海葵”边缘影响，9日和
10日青岛多云间阴，全区小到中雨，南部地
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市区东到东南
风4-5级，阵风6级，海上风力6—7级，阵风8

级。未来三天市区最高气温在28℃左右，夜
间最低气温在23℃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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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 9℃。30 . 1℃。30 . 4℃。

6日以来，连续几天市区最高温都在30℃以上。7日立秋，“秋老虎”气势汹汹地入袭岛城。骄阳炙烤着柏油

路，热浪袭人。空气混浊着汽车尾气的浮尘令人窒息，衣服湿透黏在了后背上，皮鞋被地面蒸得几乎要融化。

“这种天，最喜欢的就是在冷气房里吃着雪糕上上网。”这恐怕是多数人的心声。但是还有这样一群人，在三

十几摄氏度的高温天里仍然坚守在岗位上一丝不苟。马路上被晒脱了几层皮的交警、太阳底下盯着每一寸

路面的环卫工、工地上挥汗如雨的建筑工人、煎药房里为病人煎中药的药师……我们有序舒适的生活跟他

们付出的汗水密不可分。

8日，本报记者兵分几路，实地探访了高温下，这座城市方方面面丝毫不减的热度，和这些可爱的人分毫

不减的热情。让我们一起，向这些从未停歇的身影，致意。

烈日下，他们执著坚守

一天搬300根钢管

汗流浃背皮肤黑
本报8月8日讯(记者 蓝娜娜

实习生 刘媛媛 通讯员 高
林 ) 立秋后，岛城气温依旧居高
不下，“战高温”成了地铁露天作业
人员面临的一大挑战。8日，记者探
访得知，地铁车站建设过程中，钢
筋支架、木板铺设等工作均需施工
人员亲自上阵，负责搭架子的工人
一天需搬运300多根重达十多斤或
二十斤的铁管。

8日上午11点，记者来到青岛
地铁一期工程3号线太平角车站看
到，该车站是明挖车站，施工人员
正头顶烈日，忙碌地工作。在高温
的烘烤下，工作人员汗流浃背，皮
肤也早已被晒得黝黑。

正在与同事合伙搬运钢筋条
的王恒根称，他来自陕西，今年43

岁，在工地上当架子工和钢筋工。
“我干的这两个工种是工地上最累
的，每天需要搬运许多钢筋、铁管，
不过既然干了这一行，慢慢也就习
惯了。”王恒根说，地铁车站建设
中，需要搭建铁架子，架子所用的
铁管需要工人们自己搬运、拼接起
来，一般来说，1 . 2米长的铁管重十
多斤，最长的3米铁管重20斤，一个
架子工每天需搬运300根铁管，劳
动强度很大。

除了架子工工作辛苦，王恒根
还称，钢筋工的工作也很辛苦，工
作人员需要先将各型号不同的钢
筋分类，然后两人一组搬运。普通
的6米长钢筋重约14斤，7米长细钢

管两根一捆也是14斤。“我们一个
小组6到8个人，一天搬运钢筋的重
量能达到七八吨。”王恒根说。

对于烈日下露天作业，刚参加
工作一年的20岁彝族小伙阿作杨
格称，工地上给施工人员配备了绿
豆汤、矿泉水、清凉油等纳凉物品，
施工时间也避开了中午最炎热的
时段，这让他挺满足的。

中铁隧道集团青岛市地铁一
期工程(3号线)土建03标项目部高
书记介绍，在夏季，工地实行弹性
作业时间，工人每天早晨5、6点开
工，上午11点左右休息；下午4点开
工，晚上10点休息。同时，工人的纳
凉物资随时补充发放，尽力改善工
人夏季作业环境。

烈日下一站俩钟头，皮肤晒出泡

顶烈日，一天扫三遍大街
本报8月8日讯(记者 蓝娜

娜 实习生 刘媛媛 ) 虽然
已过立秋，岛城高温仍未见消
退。在炎炎烈日下，有一批环卫
工人不畏辛劳，勤勤恳恳工作，
为岛城的洁净市容坚守岗位。8

日，探访得知，为缓解环卫工人
辛苦，市南环卫第一公司为员
工发放了多箱饮料、毛巾等纳
凉物资。

头戴帽子，脖系毛巾，一手
拿簸箕，一手拿扫帚，这就是环
卫工人烈日下工作的图景。8日
下午1点半，烈日当空，宁夏路
上的行人并不是很多，此时59

岁的武传相不畏高温，卖力地
清扫马路。只见他先用大扫帚
将路边的垃圾扫在一起，然后
拿起放在一旁的小扫帚把垃圾
扫入自制的小簸箕里，碰到犄
角旮旯的垃圾，他还主动用手
去捡。几分钟下来，他的脸上已
经挂满了汗珠。

“1点多，我就开始打扫了，
现在这个时候路面还不是很难
打扫，要是碰上下雨天，路上沙
石多，落叶多，就难打扫了。”武
传相说，他工作的范围是从广
电大厦到大润发，距离约1 . 4公
里，主要负责清扫立交桥桥洞、
路两边的果皮、纸屑、树叶、沙
石和清运责任区内垃圾桶里的
垃圾。每天5点他便开始进行第
一次清扫，然后8点至11点再清
扫第二遍，下午1点至5点再清
扫第三遍。由于每天的清扫任
务都很重，他基本半个月就要
换一次扫帚。

武传相称，他来自临沂沂

水，现在和妻子搭档扫街，自己
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在老家
工作，孙子也已经5岁了。“要给
孩子们多攒点钱啊！别看我现
在59了，但身体很硬朗，这个活
我还能干很多年。”武传相说。

据武传相介绍，最近，公司
给每个环卫工人发放了几箱饮
料，还发了毛巾、清凉油等纳凉

物资，这让他们很开心。
市南环卫第一公司楚新福

经理介绍，每天顶烈日工作的环
卫工人达到200多人，男女对半，
其中又以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为
主。为缓解工人们的辛劳，公司
不仅刚刚将工资提高到了1700

元/人，还在夏天发放多种纳凉
物资，表达公司的一份心意。

交警

文/片 本报记者 马健 实习生 孙志文

晒出天然V字领 皮肤频繁晒出泡

8日中午12点30分，记者
赶到东海西路与东海二路路
口，工作已十余年的交警王
勇早已站在十字路口中间打
着手势指挥交通了，虽顶着
烈日，但他的动作仍然很到
位。戴着警帽却挡不住周围
建筑物玻璃反射的日光，他

只好眯缝着眼睛，眼角处的
汗珠常流进眼睛，他时不时
抬手擦汗。“每天在这挨晒，
我都习惯了。”他说。

王勇告诉记者，他每次
站岗一站就是俩小时，“一
到夏天执勤站岗，身上皮肤
被暴晒后就会起泡。你看，

我还专门买的布鞋穿，要是
穿着皮鞋，地面热气反上来
会烫脚。”他还笑着说：“我
已 经 被 晒 出 了 天 然 V 字
领。”说着扯了扯衣领，露出
脖 子 上 被 晒 出 的 深 色 的

“V”字印。
记者看到，王勇手上戴

的白手套黑乎乎的，询问后
得知，来这站岗之前，他刚
刚在香港西路与鹊山路路
口处理完一起简易交通事
故。“是两辆车追尾了，我帮
忙拖车，所以手套弄成了这
样。”处理完事故王勇就马
不停蹄地前来站岗了。

防控职业“病”
上黑木耳、绿豆汤

市南交警大队香港西
路中队指导员彭申可介
绍，为了给高温作业的执
勤交警解暑降温，中队食
堂每天都熬绿豆汤。此外，
中队会安排专人给各个岗
位上的执勤交警送上矿泉
水，“现在我们有14名执勤
民警，相对岗位来说，警员
数量有点不足，所以我们

尽量想办法给高温作业的
交警解暑，防止大家因出
现身体不适的情况而耽误
执勤。”

四方交警大队巡逻疏
导中队则定期给执勤民警
发黑木耳，“因为我们整日
在路上吸汽车尾气，中队
定期给每人发黑木耳，清
热解毒嘛。”袁进典说。

地铁工

50℃高温下工作，
上班就像洗桑拿

本报8月8日讯 (记者 董
海蕊) 从医院购买中药，医院
能提供代煎服务，但是对于煎
煮中药的工作人员来讲，每天
要在45℃至50℃的室温中工作
8个小时，上衣在夏天永远是
湿漉漉的，擦汗的毛巾也从未
干爽过，全被汗水湿透。

8日下午两点，记者来到青
岛市海慈医院制剂科煎煮室，
一进煎煮室的门口，一股热浪
扑面扑来，让人以为是踏入了
一个热气腾腾的“蒸笼”。记者
看到，煎煮室不过20平方米左
右，里面放有12台煎药机，其中4

台正在工作，一台机器上的温
度计显示煎药机内部的温度为
119℃。“这还不是最高温度，最
高温度要到125℃。”正在看管煎
药仪器的宋师傅满头大汗地
说，他今年62岁，到煎煮室工作
刚刚两个月，每天上午8点上
班，下午4点下班。因为今天煎

煮的中药少，只开了4台煎药
机，煎煮室温度只有40℃左右。

“如果12台机器都开的话，就像
屋子里放了12个100℃以上的暖
气片，室温能达到50℃。”制剂
科主任刘军告诉记者，他们曾
经测过煎煮室夏天的温度，每
天都是在45℃到50℃之间。

为了防止灰尘或虫子进入
煎煮室，煎煮室的窗户每天都
关着。“屋子里的通风全靠两个
换气扇，只有换气扇开启的时
候温度才能稍稍降低一点。”宋
师傅说，不过因为换气扇开启
时的声音特别大，每次也只能
开一小会儿，如果开的时间长
了，耳朵就会受不了。踏进煎煮
室不过五分钟，记者已经是大
汗淋漓，豆大的汗珠从额头往
下滴，后背也被汗水湿透了。

“我们都习惯了。”宋师傅说，他
上班时间穿的衣服从来没有干
过，每天穿的衣服都是被汗水

湿透、再被蒸干、再被汗水湿
透，他们用来擦汗的毛巾也从
来没有干过，每天都是湿漉漉
的，“有点时间，就赶紧喝水和
用凉水洗毛巾。”

半个小时后，记者从煎煮
室内出来，立刻感觉到煎煮室

外凉爽了很多，虽然外面的温
度高达30℃。站在煎煮室门口，
门里门外的温度“一半是海水
一般是火焰”。宋师傅称，因为
工作环境的温度高，他每个月
只上15天的班，“上班就跟洗桑
拿一样，时间一长，也习惯了。”

烈日下一站俩小时 回家一洗满脸沙子

同一天下午两点，重庆
南路与郑州路路口，四方交
警大队巡逻疏导中队指导
员袁进典与交警陶训保正
在执勤。

工作两年的执勤交警
陶训保上午刚站完了早峰
岗，每天7：00—8：30是早上
高峰岗，交通拥堵很厉害，
早上6点多他就要到岗位上
进行两个小时的交通指挥。
8：30—11：30要在四方区中

队辖区内骑车巡逻。12：30—
1 6：3 0为平峰岗，1 6：3 0—
18：30是晚高峰，他又要在执
勤点站岗进行指挥。

“中午时间段太阳最
晒，我都会随身带水，一天
就要喝上六七瓶水，因重
庆南路正在施工，路上到
处都是扬尘，我每次回家
一洗脸，嘴里、鼻子里就洗
出好多沙子。如果赶上高
峰期，连擦汗都顾不上。”

陶训保说。
指导员袁进典戴着墨

镜边指挥车辆边说，他们
巡逻中队交警每天在此设
有全天巡逻岗，重庆南路
路段因修跨海大桥加道路
拓宽，该路段经常发生拥
堵，早峰期与晚峰期，巡逻
交警要一直守在这里指挥
交通，每天每个岗位6位值
班交警两小时轮换一次，
休息时也要在辖区内顶着

烈日巡逻。
“高峰期间，路口的车

辆可以排出500米远，有时碰
上大货车经过，黄沙加上汽
车尾气扑面而来，那感觉真
是无法形容。”袁进典说，交
警站岗不戴墨镜不行，太阳
晒得睁不开眼睛还怎么指
挥车辆，他还叮嘱记者不要
张大嘴说话。果然，记者在
路口站了不到十五分钟，嘴
里就吃进了沙子。

“秋老虎”光临，岛城气温接连数日徘徊在30℃上下。高温当头，
市民们大多选择在家中避暑，但执勤交警可不能“宅”，他们仍要按时
出现在岗位上，指挥车辆、疏导交通，一天执勤十余个小时，烈日下一
站就是俩钟头。8日，记者跟随交警体验了一回烈日下的考验。

蹲着补地砖，
顾不上喝口水

本报8月8日讯 (记者 邱
晓宇) 啤酒节开幕在即，啤酒
城内有一部分工人忙着做最
后的道路修整、大棚修葺等收
尾工作。8日，青岛市区最高气
温一度达到了30 . 4℃，工人们
冒着酷暑，一天工作近9小时，
保证啤酒节顺利开幕。

8日下午1点半，记者一进
啤酒城，就感到一阵阵热浪袭
来，电锯声、电焊声不绝于耳。
虽然温度高、作业环境艰苦，
但60岁的李志田师傅不畏高
温，认真地对石砖地面做修
补。李志田称，在搭建啤酒大
篷时，由于装卸车等重型车辆
来回行驶，啤酒大篷门前用砖
块铺好的部分地面出现了碎
裂，为了赶在啤酒节开幕前把
地面修补好，他每天要蹲在地

上工作一整天。“每天早上7点
上班，中午休息一个半小时，
直到下午6点才能下班，有时
候累得连水都顾不上喝。”李
志田说。

与李志田同样辛苦的还
有70岁的环卫工人王秀兰，只
见她头戴一顶白色宽檐遮阳
帽，鼻子上架着一副墨镜，身
上套一件印有“环卫工人”字
样的橘黄色背心。她是第一天
到啤酒城工作，啤酒节期间，
她也会一直待在啤酒城打扫
卫生。王秀兰称，啤酒城的环
卫工人们都是划片打扫卫生，
每个人都有自己专门负责的
区域。“我边看景边干活，也不
觉得有多热。别看我70多岁，
干这点活儿可不觉得累。”烈
日下工作的王秀兰说。

据了解，今年啤酒城的
啤酒大篷和售卖饮料、小吃
的摊位都承包给了个人，啤
酒大篷和摊位的装修等工作
也由承包人全权负责。承包
了一个啤酒大篷的王浩称，
他今年雇了20多名工人对啤
酒大篷进行装修，为缓解工
人辛劳，他每天都准备了大
桶水、西瓜、冰棍儿等纳凉物
资发放给工人。

王浩介绍，啤酒大篷里的
温度大概在23℃左右，比室外
温度低不少。由于天气炎热，
一些露天工作的工人一到中
午也会到王浩承包的啤酒大
篷中乘凉、避暑，他也会热情
地招呼进每个进大篷避暑的
工人。“天气这么热，我这个大
篷一天能消耗掉20多桶水。”

王浩说。
直到记者离开，啤酒城的

工人还在进行高强度的工作。
虽然汗水浸透了衣服，皮肤晒
得发红，工人们却浑然不觉，
只专心为啤酒节的顺利开幕
做好最后的工作。

地铁施工人员在烈日施工。
蓝娜娜 摄

环卫工

煎药工

啤酒城

 8 日
下午，在宁
夏路，环卫
工人贯士田
和武传相在
打 扫 人 行
道。
张晓鹏 摄

8日下午，在宁夏路，环卫工人贯士田在马路边上擦汗。 张晓鹏 摄

煎药师宋师傅正在工作，衣服已经被汗水湿透。 董海蕊 摄

不开空调，
七旬老汉突发心梗

本报8月8日讯(记者 董海蕊) 连日
的高温天气，让医院急诊室多了不少心血
管疾病患者。8日，记者从阜外心血管病医
院了解到，70岁的青岛市民王先生因为天
气炎热突发心肌梗死，进了医院。

青岛连日高温，但70岁的王先生担心
影响到小孙子，一直不敢开空调，而是用扇
子扇风乘凉。不久前，一边吃晚饭一边给孙
子扇风的王先生突然说胸口疼，豌豆大小
的汗珠从额头向下掉。家人见状不妙，立即
拨打120。接诊的急诊科主任刘智伦介绍，
王先生送到医院时，面色苍白，口角有呕吐
物，表情痛苦，属典型的急性心肌梗死症
状。经过抢救症状缓解。

刘智伦说，因为天热，人们出汗增多，
容易造成血液浓缩，血黏度增高，易形成血
栓，诱发心梗。现在医院急诊室每天接诊的
心血管病患者有20多例，几乎是半个月以
前的两倍。

对于心血管病人来说，更需要做好防
暑降温，大量流汗后要及时补充水分，遇到
心脏不舒服时要及时就近到医院检查，防
止意外的发生。

啤酒城内，工人冒酷暑搭
建啤酒屋。 邱晓宇 摄

地铁施工人员烈日下来回多次搬运十多斤重的钢筋。 蓝娜娜 摄

执勤交警每天中
午太阳最毒时，站岗是
最难熬的。 马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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