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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郑颖雪 报道
本报潍坊讯 7月23日，首家为创业者

提供全方位、多功能服务的“潍坊汇拓创业
服务生态园”举行启动仪式，这是潍坊市首
家创业服务生态园。

潍坊汇拓创业服务生态园是一个专为创
业者提供财税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法律咨
询、融资理财的服务平台，也是一个提供办
公、洽谈、会议、培训、路演等空间资源的
共享平台，同时还是一个提供人脉和信息资
源的共享平台。

启动仪式上，潍坊汇拓商务秘书有限公
司总经理刘爱珍代表承接服务方介绍了创业
服务生态园建设情况和生态园的“五四三创
业服务生态系统”。五大服务功能是指，为
创业者提供办公、交流和资源共享的空间，
提供注册地点、记账、报税等财税管理服
务，提供人力资源和法律咨询服务以及融资
理财和创业培训等。四大服务人群主要为缺
少场地、资源、资金等群体，或已经走在创
业路上但还不成熟的创业者、传统企业转型
升级以及在家做电商、微商、在外创业者提
供注册地托管服务。三大服务亮点表现在个
性化精准服务、全方位超值服务和一站式亲
情服务上。

启动仪式上，上海石天资本合伙人郑世
鼎就创业中的难题和企业家、创业者进行了
对话交流，并和潍坊汇拓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签订了创业基金合作协定，打通了企业与资
本对接的通道，助力企业快速发展。潍坊市
区创业促进委员会对该园区建设给予全力支
持，进驻园区并符合条件者，提供10万元创
业扶助金，无息使用3年。

□ 本报记者 张蓓

“轰隆隆”的挖掘机声，“嗞嗞”的电
焊声，扛着水泥、推着沙子的工人们来回穿
梭……高温下，建筑工人坚守岗位，各司其
职，在各个建筑工地挥汗如雨。

8月2日，潍坊最高气温达到34℃。10时
30分，在民生重点工程——— 潍坊高新区东风
学校施工现场，建筑工人们正头顶烈日，冒
着酷暑，辛勤地砌砖、抹墙、浇筑水泥，虽
然当天已经工作4个小时了，但为了东风学校
能在9月份迎新开学，即使豆大的汗水不停地
滴，也没有人顾得上擦一把，任凭衣服被汗
水湿透，又被太阳晒干。

东风学校是潍坊高新区新建设的一所高
标准、高起点九年一贯制学校，占地37亩，
总建筑面积12653平方米。随着前期主体工程
的结束，大部分工人已转战室内，进行最后
的收尾工作，仅剩下十几名工人在学校外修

建围墙。一名工人告诉记者，为了避暑，施
工作业时间进行了调整，上午从6：30干活，
避开中午最热的时段，保证工人休息。

负责抹墙、贴瓷砖的周国华师傅熟练地
挥舞着铲刀，从桶中铲起大块砂浆，平顺地
抹在砖墙表层，随后又拿起一块瓷砖，利索
地往砂浆上一放，铲子轻敲几下后，再用铲
子轻轻一抹，一块、两块、三块……一块块
瓷砖被平整地砌在了墙上。

尽管戴着太阳帽、抹着防晒霜，汗水还
是止不住地顺着记者的额头、后背往下流
淌。但高温、闷热、太阳炙烤对于周国华来
说已习以为常。今年43岁的周国华，初中没
毕业就开始从事建筑行业，干这行快30年
了，长期辗转于潍坊各个工地。“出汗量太
大了，备块毛巾也擦不过来，汗水滴到眼睛
里才擦擦。”周师傅抹了一把汗水，边说边
扶着墙面慢慢地站起来。已经在太阳底下蹲
了4个小时的他，站起来时需要缓几分钟，

“蹲时间长了站起来整个人都会发晕，站不
稳。”记者看到，常年的室外劳动让他的皮
肤晒得黝黑，和实际年龄大不相符。“再热
也要挺着，家里还有两个上学的娃娃要供，
一年需要3万块呢。”周师傅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除去冬天、雨天、麦收等，建筑工人一
年最多能干半年的活。因此，即使夏天再热
大家也不希望下雨停工。即使在太阳底下烤
得难受，也希望天天有活干，因为一天200元
的工资，实在诱人。

由于干的是技术活，周师傅被称作“大
工”，而负责和泥、运料的工人则是“小
工”。“小工”干的是纯体力活，出的汗自
然也比别人多，只见他们推沙子、搬砖，奔
波在各个墙之间。一车七八十斤的水泥，范
常远师傅已经推了十几个来回了，汗水顺着
他的面颊直往下流，衣服已经被汗水浸透。
空隙间他拿起水杯，“咕咚咕咚”，一个大
容量的杯子一口气喝了大半杯。范师傅说，

他的防暑措施就是多喝水，“这个天不能缺
了水，一天能喝十几杯”。小工一天能拿120
块钱，范师傅说，自己目前最大的心愿就是
学好砌砖、抹墙，做一名有技术的“大
工”。

在建筑工地上，还有一种人显得格外另
类，那就是“捂”得严严实实的电焊工。
嗞、嗞、嗞……在卧龙街与北海路口的一处
建筑工地上，电焊工李师傅头上戴着帽子，
脚上穿着安全鞋，戴着手套及墨镜，全神贯
注操作着，只见他一会儿蹲下，一会儿站
起，一会儿又猫着腰，电焊枪不时喷出的火
焰将李师傅的脸映得忽明忽暗，同时也把热
量带到周边的空气中。“我们电焊工最害怕
夏天，不仅要忍受高温，还要忍受电焊喷出
的火花温度，浑身上下就像刚洗完澡一
样。”李师傅的周围形成了一个高温区，虽
然记者离着有一段距离，但也能明显感觉到
周围的热度比其他地方高出许多。

□ 本报记者 张鹏

7月31日12点，前一天的大雨，让潍坊
的最高温度降到了34℃。经历了连续几天的
高温后，这让在健康街与青年路路口执勤的
交警霍连营连呼“凉快”。

火车站附近路口，是潍坊市交通最繁忙
的地段，每个路口每天的客流量都在2万人
次以上，通行车辆5000辆以上。潍坊市公安
局潍城区交警大队五中队负责维护火车站广
场范围及各路口的交通秩序。

对高温，41岁的霍连营深有体会，他目
前是五中队的指导员，已在交警系统工作7
年。“像今天的温度，警服穿在身上5分钟
就湿透了。最难熬的不是浑身出汗，是定岗
执勤时地温太高，脚底受不了。”他告诉记
者，执勤时要来回不停地走，不然鞋底就会
变软粘在地上。

话说间，一私家车违规停住，霍连营马
上走到车前，示意其离开。

“我是由武警部队转业进入交警系统
的，高温天气我还能耐得住。最受折磨的是
年轻民警和协管员，他们工作时间短，要勤
换岗，不然站得久了就会晕倒。车流量大的
路段，几乎要一直站在路口中间。”霍连营
拿出腰包里的人丹和风油精说，“这些东西
要常备，一头晕就要擦上点。”

记者在路口发现，因为天气炎热，不少
行人和非机动车不等绿灯亮起就闯过马路，
隐患极多。“天气热，驾驶员也很烦躁，情
绪波动较大，违法行为往往会增加。”霍连
营说，高峰时段执勤更要到位。

据悉，潍坊市每天有1000多名交警在一
线执勤，潍坊市交警支队要求一线交警每天
执勤时间不少于6个小时，因火车站是繁忙
的枢纽路段，该处一线交警执勤时间在8个
小时以上。“交警要跟着车流量走，高峰时
段要顶上，确保各出站口和火车站天桥不堵
车。”为保证执勤到位，霍连营还为队里编
了一句顺口溜，“高峰不过不下岗，道路拥
堵不下班。”“昨天大雨，在青年路铁路桥
北侧有拥堵，该处交警站在雨中指挥交通，
淋了4个多小时。”路口西北角一便利店售
货员告诉记者。

因为指导员的身份，霍连营既要在车流
高峰时定岗指挥交通，又要在交通缓和时骑
摩托车巡逻。他也有自己的执勤规律：每天
早上7点上班后，他就进入早高峰时段的路
口疏导，8点半后要沿街巡逻；下午是火车
站的客流高峰，他要在仅4米宽的天桥上疏
导进出站的车辆；5点后要赶到健康街青年
路路口，进行晚高峰的疏导。

因火车站附近大量的车流和客流经过，
时常有遗失物品的现象。记者在中队办公室
时见到一家食品公司的负责人岳先生满头大
汗地走进来，他的员工刚刚丢失了一沓证
件，包括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等十几份
材料。霍连营说：“遇到丢失的物品，交警
需要迅速回队联系失主，不然等失主没有发
现上了车离开，就不好找了。”

■编者按：
进入7月下旬，潍坊

市出现持续高温天气。当
多数市民为躲避高温而选
择各种避暑措施时，还有
众多劳动者依然冒着高温
坚守在室外岗位上。对于
他们而言，“热天一身
汗，雨天一身湿”已经成
为常态。本期《大众日
报·潍坊新闻》推出《直
击高温下的一线劳动者》
专题报道，将镜头对准这
些高温下的劳动者，并通
过记者亲身体验，记录下
他们辛苦的工作点滴，体
味一线劳动者酷暑中工作
的艰辛。

建筑工：用汗水浇筑城市新貌

交警：不停走动

防止地面粘住鞋底

□ 本报记者 郑颖雪

夏日骄阳似火，尤其中午，稍微一动就会
大汗淋漓，而劳动的快递员却没有在高温下
停住忙碌的脚步。高志伟就是这样一位快递
员，从事快递行业3年的他今年25岁，在35度以
上的高温下，他骑着电动三轮车把包裹送到
顾客手上。

7月31日早6点半，可能许多人还在睡梦
中，高志伟一天的工作已经开始了，每天他
和同事们都要在6点半前赶到公司，第一趟
送件的车会在这时准时到来。经过卸货、分
拣、扫码，一阵忙碌下来已是7点半了，三
伏天的早晨，温度已经超过30度，一个小时
的劳作，高志伟已经大汗淋漓，汗水淌下
来，他用手一抹，继续干活。

稍事休息，7点40是他们的例会时间，8
点，快递员们就带好各自需要派送的包裹，
准备一天的第一次派件了。“走了！”简单
的一声吆喝，拿上毛巾和水杯，高志伟骑上
三轮车开始派件了。“我派送和收件的区域
是北海路以东、金马路以西、卧龙街以南、
福寿街以北，已经送了3年，很熟了，我有
我的线路，一圈下来正好送完也收完，不浪
费时间和精力。”高志伟说。

公司要求快递员分拣以后要在2小时内
派送完，所以高志伟一路边送边收，不到10

点，所有的包裹都已经送完收完。这一圈，
他送了24件，收了15件。“每天上午10点
30，下午2点，晚上7点和8点分别会有来收件
的车，上午必须赶在10点半之前回来，不然
就耽误人家的件了。”高志伟说。

上午10点半，收件的车准时抵达，装好
所有包裹就11点多了，高志伟和同事们吃过
简单的午餐，在公司休息一会儿。中午1点30
分，一天中的第二趟派送车到来了。

经过同样的卸货、分拣、扫码，高志伟
顶着正午的太阳出门了，今天这趟，他需要
派送11个包裹。“这算是很少的，昨天下大
雨，可能航班延误了，下午4点30分那趟肯定
件就多了。”高志伟对记者说。

下午1点48分，高志伟到达了欧龙电子科
技园，在这里，他需要派送两个包裹，由于
这里有服务点，他只需要把包裹放到服务点
即可。“这里好送，在1楼，服务点的同事
代收一下，拿上需要发的件就可以了。”在
这里他又拿上了3个包裹。

下午2点，高志伟又来到了北海公寓，这
里有两个包裹，一个是8楼，一个是10楼。“现在
的小区大多有电梯，省了很多劲。”高志伟说，
派送的路上，一位收件顾客一直打电话催件。

“像这种催件电话一天能收很多，也要打很多
电话，平均每天接打电话不下100个。”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请问家里有人

吗？”高志伟不停地打着电话，“中午这一
趟客户在家的概率最大了，如果没人在家，
要看能不能有人或者传达室代收，如果没有
就要再来一次，或者沟通好给客户送到什么
地方，有时候一个件来送好几次才能妥
投。”高志伟说。

下午2点10分，高志伟来到了新富专家公
寓，这次有一个件是在多层4楼，没有电
梯，爬上爬下一趟，高志伟的衣服已经湿透
了。“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签收。”他
把包裹递给了收件人，收件的女士连声道
谢，感谢他在烈日下送件。“遇到这种客户
心情都会变好，他们会感激我们的劳动成
果。有时候也会遇到态度不好、警惕性很高
的客户，还有一次一个客户由于出差，无法
在家接收快递，打投诉电话，让我骑了半个
多小时车，把包裹给他送到了火车站。”高
志伟觉得还是通情达理的客户多。

下午2点20分，高志伟又来到了海关大
楼，12层、13层、17层都有包裹，他一个个
地送到，一直保持微笑。他收了3个包裹，
走在了回公司的路上。“天气很热的时候，
中午出来送件，有时候会头晕，歇会儿就好
了。”高志伟说。

回到公司，已是接近3点，休息1小时，4
点30那趟送件车就到了，这次，高志伟需要
派送近40个包裹。

快递员：大汗淋漓送包裹

□ 本报记者 都镇强
本报通讯员 李 硕

8月3日14:30，58岁的环卫工人马兰芳蹬着
清洁车，准时来到奎文区清溪街，开始下午的
打扫工作。虽然当天的天气预报是雷阵雨，但
气温依然达到33℃。进入7月下旬，连续的高温
天气侵袭潍坊，包括马兰芳在内的环卫工人
依然坚守在岗位上。

马兰芳是奎文区环卫处的一名环卫工
人，负责奎文区清溪街虞河路到鸢飞路段的
清洁工作。8月3日6:00许，马兰芳准时从奎文区
樱园小区的住处骑车到清溪街，开始一天的
打扫工作。根据奎文区环卫处的要求，路面的
基本清洁工作应在7:30前结束。“最近天气太
热，每天早早出来把负责的路段打扫完。”马
兰芳告诉记者，6:00左右道路上车辆较少，便
于打扫。

清洁完路面，马兰芳进入到日常巡查、捡
拾工序，要一直忙碌到19:00才能下班。“我干
环卫工人两年多了，夏季和冬季最难度过，一
个是高温天气，一个是寒冷天气。”马兰芳说，
最近的闷热天气，让她感到十分难受。

由于连日来的高温天气，奎文区环卫处

下发通知，辖区的环卫工人中午上班时间从
13:30推迟到14:30，以减轻环卫工人的压力。8月
3日14:30，记者来到清溪街虞河路口，此时正是
每天温度较高的时段。记者看到，为抵挡烈日
的暴晒，马兰芳戴着遮阳帽，穿着轻薄衣服，
防太阳暴晒。

与记者打了个招呼，马兰芳迅速进入到
工作状态，看到四周没有汽车驶来，快速走到
路中间，捡拾了一个烟蒂放入清洁车中。虽然
清溪街不是主干道，但由于道路两旁小区较
多，来往车辆并不少于其他道路。马兰芳一边
推着清洁车，一边盯着路上有无垃圾。树叶、
垃圾袋、卫生纸，马兰芳每走几步路就会停下
来仔细地将这些垃圾捡拾起来。“我们要时刻
保持道路的清洁，但由于来往车辆和刮风因
素，类似树叶、卫生纸之类的垃圾总会不停捡
拾到。”马兰芳说。

烈日下，记者跟着马兰芳走在清溪街上，
不到十分钟就已湿透上衣。而马兰芳不但要
推着清洁车，还要不住地进行捡拾工作。记者
看到，马兰芳的脸和脖子上布满了汗水。“夏
天就是太热，手帕和凉开水必须备着，要时刻
注意不能中暑。”马兰芳一边和记者说，一边
拿出手帕擦拭汗水。

和马兰芳同在清溪街打扫卫生的秦秀荣
告诉记者，他们应对热天的唯一办法就是多
喝水和偶尔找个阴凉地休息，不然身体根本
受不了。秦秀荣所说的阴凉地，实际上就是道
路两边的绿化带。记者看到，清溪街上的绿化
树较矮而且没有高楼，真正的阴凉地并不多。

“下雨天淋得一身湿，平时是热得一身湿。”秦
秀荣说，好在中午能够回家休息一下，缓解一
些。

“区环卫处夏天会给我们发放高温补贴，
还发放绿豆、清凉油、藿香正气水等东西，对
我们来说很重要。”秦秀荣说，这几天发放的
绿豆正好派上用场，她每天晚上都会煮绿豆
水，第二天一早装到杯子里带上。

在马兰芳、秦秀荣看来，虽然连日来的高
温不断，但与高温相比，让他们更无法忍受的
是个别市民乱扔垃圾。“因为从事环卫工作，
再热再辛苦都不怕。但有的市民乱扔垃圾，制
止有时还不配合，甚至有人辱骂我们。”秦秀
荣说，这比天热更让他们难受。不过，更多人
的行为让马兰芳、秦秀荣们感到心暖。“前几
天，潍坊一家公司给我们奎文区的环卫工人
送了5000斤鲜桃，还有的单位送纯净水。”马兰
芳说。

环卫工：乱丢垃圾比天热更让人难受

首家创业服务

生态园启动

□记者 张蓓 报道
本报诸城讯 近日，省发改委下发关于

转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2015年中央预算内投
资计划的通知，诸城市恐龙文化旅游区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列入该投资计划，获得750万
元中央预算内资金扶持。

据了解，诸城市恐龙文化旅游区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总投资4112万元，建设内容主要
是在恐龙文化旅游区核心区及路域实施绿化
美化，建设旅游路、滨河路、西郊街南延段
等路网及其他配套设施建设等。具体包括旅
游区环境整治41667平方米、建设停车场
22000平方米、铺设供排水管线，安装照明
路灯、龙立方提升工程和防水工程等附属配
套设施。

该项目已于2012年5月开工建设，计划
到2017年5月建成。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后，
将进一步完善诸城市恐龙文化旅游区的基础
设施建设，对全面提升诸城市恐龙文化旅游
区的旅游接待能力，带动和促进该市文化旅
游业的快速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诸城恐龙文化旅游区

获750万元国家扶持

□记者 都镇强
通讯员 李梦琳 报道
本报潍坊讯 7月20日，奎文区举行

“国际安全社区”命名仪式，该区东关街道
被授予“国际安全社区”牌匾、证书和国际
安全社区会旗，这是潍坊市首个国际安全社
区，也是山东省第6个国际安全社区。

记者了解到，国际安全社区是世界卫生
组织在国际上推广的社区建设项目，旨在推
进社区居民安全健康及预防各类事故伤害。
今年4月7日，世界卫生组织社区安全促进合
作中心的戴尔·汉森博士对奎文区东关街道
国际安全社区创建工作进行了全面、细致的
现场认证。

潍坊首个国际

安全社区落户奎文

□记者 张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7月28日至31日，全省出版

物发行员培训班在潍坊举办，来自全省各地
的出版发行行业人员100余人参加此次培训。

本次培训内容包括行业政策法规和经营
管理。培训结束后统一考核，成绩合格者颁
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认可的《出版物发
行员职业资格证书》。根据《出版物市场管
理规定》，从事出版物批发和零售行业经营
的人员须具有出版物发行员职业资格。

全省出版物发行员

培训班在潍坊举办

□记者 都镇强 报道
8月3日，高温下，环卫工马兰芳只能不断补充水分。

□张鹏 报道
7月31日，交警霍连营对违章司机作出处罚

■直击高温下的一线劳动者

□学宝 庆和 明哲 报道
青州市公安局东关派出所积极推行街

道、派出所、村(社区)三级“警民联防、警
民联调、警民联动”的社会管理“三联模
式”，基层各类矛盾纠纷得到有效化解，保
障了居民群众人身和财产安全，增强了居民
群众安全感幸福感。图为社区民警深入小区
倾听居民群众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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