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心倡议：

为环卫工
送三重礼包

寒风瑟瑟，我们的
城市美容师仍然坚守在
自己的岗位上。在菏泽，
像宫素喜一样的环卫工
人还有很多，他们没有
一个暖和的地方可以歇
歇脚，甚至连喝杯热水
都成为一种奢望。

本报发起“为环卫
工人送冬日暖阳”行动，
让我们把更多的关爱送
给这些城市的美容师。
一杯热水、一个歇脚的
地方，都能让环卫工人
们在寒冷中感到暖意。

一个人的力量可能
是微不足道的，让我们
一起行动起来，去帮助
那些需要帮助的环卫
工，如果你愿意帮助他
们，请拨打电话0530—
6330000与我们联系。

有三份温暖
等你一起送

接下来，我们将为环卫
工人们送去三份温暖，希望
你的积极参与。

第一份温暖

设立临时休息点
最近气温骤降，给环卫

工人们打扫卫生带来诸多
不便，打扫完卫生后，找个
暖和的歇脚地方或许成为
他们最大的愿望，而从家中
带来的热水在工作完毕后
早已变成凉开水。

打扫卫生累了，就坐在
路边休息哪是图方便，那是
因为实在没有一个暖和的
地方让他们休息。

设立临时休息点，让我
们的环卫工人累了的时候，
能够进去暖和歇歇脚，再接
一杯热水，让他们在寒冷的
天气中，心中能够有一丝暖
意。

第二份温暖

免费体检
“得了病先扛着，实在

扛不住就去诊所买点药。”
采访中，环卫工人的身体健
康状况让我们担忧。

尤其是现在，天气寒
冷，经常在户外工作的环卫
工人们容易感冒，如果病情
能够早发现、早预防，他们
或许不会再为该不该去诊
所看病而发愁。

爱心医院选择在垃圾
中转站附近设置义诊点，免
费为他们义诊，并讲解冬季
健康常识，他们的健康更应
该引起我们的关注。

第三份温暖

送护手用品
采访中，记者发现一名

环卫工人的食指裂开了一
条大口子，手如枯燥的树
皮，且没有任何的光泽。他
们很少有护肤品，即使有他
们也会选择在晚上睡觉时
才舍得抹一点。

一支护手霜能滋润他
们干裂的双手，护手霜护的
是手，暖的是他们的心。

在寒冷的冬天，他们还
有什么需要，我们还能为这
些可敬的环卫工人们做些
什么，一个保温杯、一条保
暖内衣、一条围巾、一副手
套，这些或许就是他们最大
的奢望。赠人玫瑰、手留余
香，一个人的力量或许微不
足道，但我们一起行动起
来，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暖
流，让他们在这寒冷的冬
天，能够感受到温暖。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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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寒的冬衣
是捡的

宫素喜是牡丹区环卫处
一名普通的环卫工，负责太原
路菏泽交警支队一带的保洁
工作。四年前，她从东明县陆
圈镇来菏泽打工，就一直在这
里扫垃圾。和她一起生活的，
还有半身不遂达七八年的老
伴和两岁多的孙子。她有四个
儿子，有的残疾，有的还没结
婚，很难给老人帮上忙。

22日凌晨5时，小雪过后
不久的菏泽大街显得干冷异
常，哈口气出来马上就成白
雾。太原路上，宫素喜把自己
包裹得几乎只剩下眼睛，清扫

垃圾的同时不时哈哈气，搓搓
冰冷的手，再跺跺脚，取取暖。

宫素喜的手看上去和别
人明显不同。先说手套，左手
是一只粉红色的皮革手套，手
掌部分被磨破，手指那块露着
豁儿，右手带的又是一只黑色
的毛线手套，油滋滋的。脱下
手套，宫素喜的拳头无法攥
紧，由于骨质增生，用力攥手
就会感到疼痛，而在两手的食
指上，一道道皲裂伤口清晰可
见。其他的手指，尤其是指甲
盖下面的地方，像得了“传染
病”一样，都有一道道裂口。

青绿色的围巾挡不住宫
素喜脸上的黑斑，那些都是冻
出来的。宽大的外衣套在低矮

的宫素喜身上，而稍稍注意就
可发现，她的外衣是男式的，宫
素喜说，本来衣服的袖子上还
有些皮革，嫌难看，她就干脆拿
刷子刷下了皮革。冗长、肥大的
皮裤，也显得并不合身，她只好
挽起裤腿，达10厘米长。

这些看上去颜色各异的御
寒衣服，从上到下，从内到外，
大都是宫素喜从垃圾站捡拾
的，并将陪伴她度过整个寒冬。

舍不得烧热水
吃药用凉水

宫素喜的住处在距工作
点不远的丁庄村一处简陋的民
房内。墙皮剥落，天花板上的楼
板与水泥的缝隙清晰可见。

屋内，一堆废纸占了一大
片位置，这是宫素喜捡来挣钱
的“宝贝”。桌子上，和干硬的
馒头放在一块的还有不锈钢
盆里的一撮腌白菜。宫素喜
说，这棵白菜，她整整吃了二
十天，“谁让现在白菜八毛钱
一斤呢”。

除了做饭烧碗热水，宫素
喜一般只会在晚上才烧点热
水，倒点盐，敷敷皲裂的手。而
之所以不烧热水，仅是因为宫
素喜怕浪费钱。

宫素喜算过一笔账，一个
月工资900元，抛去100元的租
房费用，抛去养活老伴、孙子
的钱，最后落到手里的并没有
多少钱。“虽然儿媳会送点面，
可人家过得并不容易，咱不能
靠着他们。”宫素喜下定决心，
要靠节省攒钱。可她还是心疼
地说，尽管不咋烧热水，可每
月的电费还得花费15元。

正是因为在家舍不得用
电锅烧热水，到外面又不好意
思问沿街门市借热水，宫素喜

渴了就回家喝碗凉水，甚至感
冒了也拿凉水下药。宫素喜说，
一个月前她感冒了，喝感冒药
后到现在没有好转，“是不是喝
凉水吃药不挡用，喝热水才有
药效”，宫素喜嘀咕着说，看来，
她只得买了个热水壶了。

一盒冻疮油
省着用一冬天

每到晚上，钻进被窝，忍
着冻伤双手的隐隐发痒，是宫
素喜最难受的时候。无奈，她
只好花一块钱，到药店买了冻
疮油。可就是这一块钱的冻疮
油，宫素喜一天只舍得抹一
次，“指望着这一盒药膏度过
整个冬天呢，抹得快又舍不得
继续买。”宫素喜说，过去几年
她都是一年只买一盒冻疮油，
这简直成了习惯。

宫素喜的节俭在外人看来
有点不可思议。虽说有四个儿
子，可她也有自己的难处，一个
儿子残疾了，一个儿子离婚不
久有点神经异常，一个儿子还
没结婚，结婚的儿子在外打工，
只好安排媳妇不时送些米面。

尽管干环卫挣不住啥钱，
可总比待在家里强。逢年过
节，环卫处会发些食用油等福
利，让她感到很温暖。珍惜这
来之不易的工作，宫素喜干起
活来很用心。宫素喜说每天干
活，就数这倒垃圾、运垃圾最
苦、最累，晚上睡觉浑身疼得都
不能碰。

累，并不能阻止宫素喜对
新年温暖的渴望。虽然她只会
在大年初一上午放假，大年三
十的晚上尚且得干到十二点，
可她还是有一个新年愿望，就
是穿着一件新衣服回老家过
年，“显得气气派派”。

看，她双手布满伤口
来，我们做什么疗伤
家境贫寒的环卫工亟需御寒物品
文/本报记者 梁斌 李德领 片/本报记者 邓兴宇

当人们还沉浸在
梦乡时，62岁的环卫工
宫素喜浑身上下穿着
捡来的衣服，冒着寒
风，开始清扫、保洁；当
人们被室内暖融融的
暖气包围时，需要养活
半身不遂老伴的宫大
娘连热水都舍不得烧，
吃起药也是喝凉水；当
人们戴着皮、毛手套在
雪地漫步时，一冬天只
舍得用一盒冻伤药的
宫大娘正在为满手的
皲裂伤口而发愁……

宫大娘的背后，是
2600多名菏泽环卫工，
他们用干净整洁的环
境暖和着我们的心，也
期盼着能有更好的御
寒物品成为他们的“冬
日暖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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