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虽然脏些累些却没有抱怨
记者走近清理化粪池的环卫师傅们
文/片 本报记者 范少伟

“居民说事”推行一年

解决不少市民难题

本报济宁4月8日讯(记者
孔令茹 范少伟 通讯员
陈志龙) 8日，一把轮椅送

到了93岁的李奎英老人手中。
在“居民说事”中，市中区古槐
街道西门社区的李奎英向居
委会申请一把轮椅，社区居委
会工作人员向街道反映后很
快得到解决。“居民说事”在古
槐街道9个社区实施一年多的
时间，现在已经成为居民反映
困难、解决困难的有效渠道。

李奎英今年93岁，是西门
社区的贫困户，已多年卧床不
起，天气越来越暖和，李奎英
的女儿想带母亲出门晒晒太
阳，但一直没有钱买轮椅。“上
周三的‘居民说事’有二三十
个居民参加，除了讨论小区环
境整治的问题外，李奎英的女
儿为母亲申请轮椅成为现场
的焦点。”西门社区居委会主
任吴志勇说，去年五月份开始
实行“居民说事”，近一年的时
间，四五百人参与“说事”，讨
论小区的环境、治安等问题，
关于社区的管理和服务，群众
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办法。

最初实施“居民说事”的
是吉祥社区，去年3月份，社区
里的居民楼下水道堵塞，居民
多次找物业和开发商反映问
题，都没有解决，后来在社区

党组织牵头协调下，由物业管
理，开发商和居民坐在一起商
量解决问题的办法，疏通了管
道，最终化解了社区里的矛
盾。这件事情之后，吉祥社区
每周四邀请居民参与“说事”，
集中办理群众反映的问题。

关于“居民说事”的会议
记录和问题反馈等内容，吉祥
社区工作人员整理了三本厚
厚的档案，包括个人困难、家
庭矛盾、道路修建、水电维修、
居家养老等事件。吉祥社区居
委会主任张孟起表示，“居民
说事”不仅是“说事”，而是遵
循说事、理事、议事、评事、查
事，对居民反映的意见进行分
类登记，能当场协调解决的立
即解决，不能及时解决的问题
整理成议题，民主协商，研究
确定解决方案。

“经过一年的实践和探索，
‘居民说事’已经成为一种机制
在辖区9个社区全部实施。”古槐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林晓燕说，
居民说事最开始在吉祥社区实
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然后开
始在整个古槐街道推行，“说
事”的最终目的是解决问题，为
了保证有效实施，街道专门成
立了“说事”工作领导小组，负
责具体实施此项工作，使群众
意见的诉求渠道更加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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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林广亮和孙建亭是市环卫处
前卫公司应急队的两名环卫工人，
从事清理化粪池的工作都有十多
年时间了。最近几天负责清理电厂
宿舍的化粪池，已经忙了两三天，
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把电厂四
个宿舍区的化粪池全部清理干净。

8日上午，记者在济宁电厂宿
舍见到了清理化粪池的两名工作
人员，“再脏的活也得有人干，也没
啥，都习惯了。”其中一位工作人员
孙建亭说。掀开化粪池的盖，刺鼻
的气味扑面而来，居民绕道而行，
别说是拿起工具抽吸，就是看看都
有些受不了，但孙建亭和林广亮二
话没说，拿起直径约二十厘米的吸
管用力疏通起来。他们带着橡皮手
套，上面沾满了污渍，衣服上也有
点点斑迹。

孙建亭今年46岁，干了十多年
的时间了，已经习惯了化粪池刺鼻
的臭味。“春节前后和雨季前的四
五月份是最忙的时候，上下班没
有时间点，中午吃饭的时间都没
有。”孙建亭说，抽粪车的驾驶室
放了个热水壶，开车的时候才有
时间喝口水。在孙建亭看来，清理
化粪池的工作中最难的就是掀开
化粪池的盖子，重达两百多斤的
水泥盖，两个人掀起来，经常会把
手指挤破。

雨季之前是清理化粪池的旺
季，环卫工人的工作量比平时多了
一倍。虽然现在清理化粪池不像过
去用人工掏、肩扛、人推，用上了专
业吸粪车，但工作强度依然很大。
高档小区的化粪池比较好抽，抽粪
车可以直接开到小区里，但老旧小

区道路比较窄，抽粪车开不进去，
就得用肩挑手提。

“他们确实很辛苦，但从来没
有抱怨过，其中有位师傅今年5 8

岁，清理化粪池有三十多年的时间
了，性格很开朗，从来没有过说
累。”前卫公司应急队经理关成伟
说，清理化粪池的工作很脏很累，
年轻人基本上不选择这项工作。目
前公司有十八位工作人员，四五十
岁左右，年龄偏大，却负责了城区
很大一块区域的应急清理工作。

“收入有高低，但工作应该没
有高低之分吧，有时听到别人的闲
话，心里挺不是滋味。”林广亮告诉
记者，“但清理化粪池的工作也得
有人干吧，所以也没必要抱怨，咱
就干了这份工作就应该把它干
好。”

两名工作
人员在清理
化粪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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