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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我们创造便利 让我们还他们一份温暖
在寒风中忙碌了半天后，很多环卫工只能在雪地休息；本报 特发倡议，请您给环卫工一个歇脚的地方、一杯热水

□记者 鞠平 田连锋 报道
qlwbjp@vip. 163 .com

本报1月3日讯 从2日凌晨开始，
一场新的降雪突袭港城。因为清雪太
辛苦和离家远，两名环卫工人在街边
睡着了的照片在本报刊发后感动了很
多市民(详见本报1月3日C01版)。为此，
本报特意发动环卫工“歇脚点”征集活
动，环卫工们需要的不多，一个座椅、
一杯热水都会让他们在这个冬天感受
到温暖。

3日下午，当记者询问环卫工人，休
息的时候待在哪里。他们不约而同的
回答是“就在路边”或是“店铺外坐一
下”。环卫工休息的时间只有中午一个
小时，赶上大雪天，他们会被抽调到离
家较远的地方清雪，连回家的时间不
够，就只能凑合一顿饭，然后在街头坐
着休息一下。

为什么不到银行和商场那些有暖
气的地方歇歇脚？当记者问起时，好几
个环卫工人有点不好意思，“身上埋汰
怕人嫌弃。”

他们平均年龄在50岁左右，腰腿
没几个没有病痛的；他们一天要在街
上忙碌12个小时，每顿饭却舍不得花
几块钱；他们经常不被理解，遭受冷
眼和谩骂是常事……但就是他们，给
了城市一片洁净，给了大雪天出行的
市民以方便。在这寒冷的冬天，他们
给予了我们方便，我们是否可以还他
们以温暖。

如果您的店铺、企业有空余之地，
如果您乐意给大雪天为我们辛苦清路
的环卫工人一份温暖，希望您加入我们
的为环卫工提供歇脚点的活动。您仅需
拿出一张椅子、一杯热水，但相信这份
温暖会让这个冬天不再那么寒冷。

本报“歇脚点”征集范围包括主次
街道的商铺、银行、超市等，联系电话
13791175122，本报将制作“大雪天送温
暖 环卫工歇脚点”的标志牌，为爱心
企业和爱心店主悬挂。我们等待您，一
起为温暖这个冬天！

□记者 鞠平 田连锋 报道

本报1月3日讯 在不少市民
眼中，环卫工身上又脏又有味。南
洪街清雪队的孔队长说，有时候
早晨一上班，就有队员跟她抱怨，
昨天有人嫌她骂她了。

孔队长说，每次碰上这样的
事，她就开导队员，“要是咱们休
息10天，整个城市就脏了，他们比
咱们还脏呢。”这样一说，队员们
的委屈就少了些。

不过孔队长也有忍不住的时
候，2012年12月份后的一场雪，因
为垃圾车较大，一些私家车就被
堵在了路上。一位司机就在车上
开骂了，甚至有辱人父母的字眼。
孔队长当时很生气，就上去争了
几句。“这些队员都是五六十岁的
人，干活不容易，大冬天清雪也是
为了大家方便，这么大年纪的人
被 人 指 着 骂 娘 ，我 实 在 气 不
过……”事后，孔队长被骂人者投
诉，但她说她不后悔。“干这活必

须得心宽。”
孔队长说，其实环卫工人要

的不多，有时候一句话就足够了。
昨天清雪一个店铺的老板说，你
们进来歇歇吧。因为店铺挺小的，
他们又七八个人，他们没有进去，
但是觉得特别开心。

清雪、保洁连轴转

2日凌晨5点，环卫处防滑队
员进行防滑作业后，环卫工人们
又紧接着开始道路保洁、清运生
活垃圾、保洁公厕等各项作业，当
天在恶劣的气候中处理生活垃圾
1700多吨。

烟台市城管局环卫处工作人
员介绍，市区3600万平方米的主次
道路，各区环卫部门承担了50%的
清雪任务。为了做到清雪、保洁两
不误，一个多月来，4500多名环卫工
人经常加班加点，昼夜连续工作。
通讯员 李春庆
本报记者 侯艳艳

“干这活得心宽”
被嫌脏、不被理解，这活儿挺憋屈

3日，徐会国有些驼背的身影仍在清雪现场忙碌着。

垃圾车去运雪了，这是他们难得的闲暇时间。

李金环说他喜欢抽旱烟，因为“解乏”。

听着收音机，就着咸菜、稀饭，啃着生
硬的煎饼，徐会国的午饭很简单。

为了省钱，环卫工人用塑料袋自制了
冬夏两用的帽子。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

赶着给儿子做饭

不慎摔伤膝盖

杨大姐从临沂老家
到烟台，干环卫已经3年
多了。丈夫也是名环卫
工，一家三口租住在南洪
街附近。

每天中午都是杨大
姐最忙乱的时间。中午12

点下班，下午1点上班。杨
大姐每天中午都要小跑
回家给还在上初中的孩
子做饭。

2日的大雪使回家的
路越发难走。杨大姐心
急，一下班就拔腿往家
跑，哪知脚底一滑，狠狠
摔在了雪堆里。

捂着阵阵疼痛的膝
盖，杨大姐慢慢爬起来，
紧拍两下身上的雪，继续
往家赶……

“到现在膝盖还疼。”
杨大姐戴着两层帽子，包
得严严实实，站在商场门
前，摸着右腿膝盖说。为
什么不到商场里休息下
呢？杨大姐说有规定，上
班时间不能离岗，尤其是
下雪天，干活儿口渴得不
行时，她才赶紧附近到商
场打点热水喝，“有些商
场的人不乐意，我们尽量
不去。”

脚上套四层套子

湿了就脱一层

南洪街人行道上，三
名环卫工一锨一锨把垃
圾桶后方的一堆积雪铲
到了路边，其中有个瘦小
的身影，穿着厚厚的皮
袄，哈着气，卖力地一趟
趟清理。

她 就 是 这 个 小 组
的 组 长 ，6 3 岁 的 丁 月
喜。凌晨5点半，她和组
员 们 已 经 摸 黑 抗 着 铁
锨，走上了街头，“这里
来来往往的人多，得早
点把积雪堆在路边，等
晚 上 车 来 拉 走 。”一 堆
雪清完了，旁边只剩下
一 堆 他 们 早 早 分 出 来
的 垃 圾 。她 跺 跺 脚 ，跺
掉鞋上的积雪，开始清
理另一堆。

记者看到丁月喜左
手的针织手套已经破了
好几个洞，露出里面的足
足短了半个手指头的另
一副。记者纳闷，戴这么
长的手套顺手吗？“大的
才暖和。”丁月喜说合适
的手套容易滑，而且手一
出汗就特别冷，手套买大
点，不滑还暖和。

手套戴两副，但他们
却不敢穿过多的衣服，

“穿多了没法干活。”在街
上站了一会，众人已经感
觉寒气从脚底蹿上来。丁
月喜穿了双到脚踝的防
水鞋，但似乎并不暖和。

听记者询问，她扒开
给记者看了下，里面竟穿
了三双袜子和一双防水
的鞋套。“一条街的雪清
下来，融化的雪水有时渗
进鞋里，出奇的冷。没有
地方换袜子，只能湿了就
脱掉，这样脚会好受些。”

有个小棚住着

总比外面暖和点

有个小棚遮风挡雨，
环卫工杜富玉很满足。上
班时间不能离岗，中午休
息的一个小时和下班后，
他都会回到租住的小棚
休息。

59岁的杜富玉如今
和妻子租住在一间小棚
里，离他清扫的辖区不
远。小棚不大，仅能让两
个人容身，不通暖气，冬
天还有些潮，但在杜富玉
眼里，这是他们在烟台安
的小家，“有个小棚，总比
外面暖和点儿。”

杜富玉干这行已经
有10多年，他的妻子也是
名环卫工人，干了7年多。
杜富玉习惯头天晚上便
烧下一壶热水，第二天中
午休息的时间，他们从附
近市场简单买点儿吃的，
回家喝口热水暖暖身。

他们的生活十分简
单，并不爱多走动，晚上
回家烧水顺便烘烘已经
湿透的鞋子就准备休息
了，“习惯了，9点来钟就
睡了。”

本报记者 曲彦霖
钟建军 田连锋

格清雪背后的故事

格记者探访

再访街头入睡的环卫工
□本报记者 鞠平 钟建军 曲彦霖 田连锋

1月3日，本报头版刊发了照片“太累了”，感动了许多读者。讲的是
两位环卫工人李金环大叔和刘大叔清理了一上午的雪，中午在一家门
头房外忍不住睡着了，而当时的气温在-8℃……两位“太累了”的环卫
工工作是如何辛苦，本报记者3日进行了探访。

李金环>> 回到家坐下后就不想起来

身体很硬朗，干起活来
一点都不含糊，并不像年近
六旬的人，这是记者第一次
见李金环大叔的印象。头戴
一顶雷锋帽，手里拿着铁
锨，不断将挥动着铁铲，将
路边的积雪铲到垃圾车上。

记者将李大叔拽到一
边，和他说起话来。李大叔
拿下帽子，抹了抹额头上的
汗，头上正在冒着热气。他
笑着说“出汗了”，随后掏出
一个装巧克力的盒子，这盒
子是他从垃圾堆里捡的，回
家洗洗后就用来装烟丝。卷
好一支烟后，李大叔点上猛
吸了一口说，“解解乏。”

交谈中，记者注意到李
大叔胳膊下夹着一副厚厚
的黑色手套。

“这副手套好，50多块
钱，就是太贵了。”李大叔抿
着嘴道，冬天冻手，每年冬
天他老伴都会给他买一副

厚手套，戴上手就不害怕冷
了。他拿着这幅手套说，“这
副还是今冬买的，已经破了
好几处了，破了就缝缝。”记
者接过手套，发现每只手套
上都缝了三处，手掌部分已
经磨得发白。“每年都要磨
破一副手套。”李金环心疼
地说。

李大叔对记者说，忙活
了一整天后他回到家的第
一件事就是一屁股坐下，坐

下后就不想起来了。“坐下
喝点热水，抽抽烟。”感冒了
的李金环擦了擦鼻子说。

采访中，李大叔时不时
望向正在清雪的同伴。记者
能感觉出来，他和记者站在
一边说话，没有过去干活让
他觉得不好意思。

采访完后，李大叔回到
了清雪队伍中，铲雪的速度
比其他人更快，也许他是想
将“落下”的活儿补上。

刘大叔>> 抽支旱烟是难得的享受

3日下午，在南洪街，记
者见到了“太累了”主人公
之一的刘大叔，他不肯说自
己的名字，说他就是个普通
人，没啥好说的，也不会说。

65岁的他干环卫已经5

年了，一身环卫工服、一双
笨重的大头鞋，扫了两天
雪，他的衣服有点脏了。问

他问题，他不肯回答，说他
年纪大了，脑子不好使了。
不过他挺爱笑的，对自己的
身体非常有信心。

记者见到刘大叔时，他
已经干了10个小时的活儿。

65岁，对于很多人来说
年纪已经很大，可是刘大叔
一天和其他7位同事要铲6

垃圾车的积雪，他还是乐呵
呵的。他说，每天跟这些老
伙计在一块儿，挺开心的。

垃圾车开走了，在等待
垃圾车回来的时候，他们或
是坐在临街店铺外，或是放
倒铁锹坐在锹把，卷上一支
旱烟，享受这难得的一点闲
暇。

本报3日一版照片“太累了”。李金环（左）刘大叔（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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