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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尹彤 本报通讯员 高晶

7月26日早4点30分，济宁市交警支队任城交警大队洸河
中队中队长秦晓博，悄悄看了一下熟睡的孩子，就换上衣服
出门了。清晨的一时凉爽让她忘了昨天的烈日高温，打开车
门一股热浪又把她拉回了现实。

4点45分，记者跟随她和几位同事在大队集合去查大货车
闯禁区。拿好装备，秦晓博和队友出发了。可这辆有些老旧的
皮卡车不仅空调不给力，半路上还罢了工。一番折腾，车子发
动了，两名交警却热成了大花脸。

5点多钟到达洸河路与105国道交叉路口。一些大货车司机
为了走近路，趁交警没上班进入禁区。为此，大队每周都有
两三天早晨五点查车。虽然早晨的温度稍微低些，但蒙了一
层面纱的太阳依旧给力，闷热的空气让人站一会儿就浑身是
汗。而且，路口附近没有遮阴处，2个多小时过去，脱下反
光背心，浅蓝色的上衣后背汗水“画”出了几幅图。

7点40分，记者来到体育馆旁边的新体岗，协警张薛黎正在
路中央打手势指挥交通。已近40岁的她有些微胖，可置身车流
中却显得十分渺小，只有绿色的反光背心在阳光的照射下异
常明亮。打手势看起来轻松，但在路中心暴晒，加之车辆的热

气，不一会儿张薛黎额头上的汗水就沿着警帽边沿滴落。
“新体岗每天早上7点半到8点半要上岗指挥。”张薛黎

的脸又黑又红，她边喝水边说，“如果出现交通堵塞、信号灯
故障也要现场指挥，其余时间主要是站岗，维持秩序。”

虽然新体岗这里有几个大棚子，可记者站了一会儿就感
觉脚底又酸又热。“你穿的鞋底太薄。昨天我们用温度计测
了一下，花砖的温度在58℃，柏油路上至少60℃以上。”张
薛黎笑着说，穿皮鞋在柏油路上执勤，感觉鞋底都要烤化
了。即使在棚子下，脚底也会感觉腾腾地热。“就是不直接晒，
蒸也把人蒸‘熟’了，回到家，家里人都问我今天蒸了几分熟。”

步行一个路口，记者来到兴唐大厦旁的百货岗。不过几
百米，记者拿下帽子时，刘海湿得打绺，脸上被汗水洗过，
原本的妆容早就不见了。“这里没有棚子，只有遮阳伞。下
午2点多的烈日，伞基本上起不了作用。”协警马银侠的后
背已经湿透，夏天很多车容易熄火，甚至自燃。协警要帮忙
推车，面对自燃的车他们既要疏导交通，还要帮助灭火。

百货岗的休息室比较简陋，是附近培训学校的值班室。
三四个人挤在一个小屋里，只有一台样式陈旧的摇头扇吹点
热风。“到这主要是补水，一天几瓶水，可厕所却去不了几
次，因为出汗太多了。”马银侠笑着说。

任城交警大队洸河中队交警、协警———

脚踏“热土” 头顶骄阳 指挥交通

□ 本报记者 姜国乐 王浩奇

芦斌说，急性子开不了公交车，外边天
热得像火炉一样，内心越要心如止水。

7月26日中午，济宁城区气温高达35℃。
21路公交车终点站薛口建材大市场，公交车
内的电子温度计显示，温度已经达到了
41℃。记者在驾驶座上坐了一会，前窗打不
开，没有一丝风，加上烈日直射，没多久就
挥汗如雨。

13点36分，芦斌接下午班。天热，路上
的车辆也都很“急躁”，12米长的公交车出
站拐弯时挡住了前面快速驶来的一辆小型卡
车，被挡的卡车司机足足瞪了芦斌5秒，剑
拔弩张。芦斌虽然只有27岁，却置之老者般
的淡然一笑，将车开出了车站。“不能动真
气，早就养成习惯了。”

21路公交线路起点是薛口建材大市场，
终点是位于太白湖景区的高校生活园，全程
17公里共39站，经过44个红绿灯，贯穿济宁南
北的繁华地带和旅游景点，营运任务艰巨。

公交车上41℃的高温没有任何下降的意
思，记者穿着T恤、短裤，仍旧汗流浃背。
运营1个小时后，车前方的GPS提示器“嘀”
了一声，屏幕上显示出公司发来的温馨提
示：“天气炎热！多饮水！”

趁等红灯的空，芦斌将长裤的裤脚往上
撸到膝盖，抱起大水杯使劲往嘴里灌水，透
明杯子折射的烈日刚好打在芦斌脸庞的汗珠
上，闪闪发光。一阵狂灌过后，平常不怎么
出汗的芦斌身上的汗更厉害了，他就用毛巾
潦草抹了几把，继续全神贯注地开车。

记者坐在公交车上离芦斌最近的座位，
车行驶过程中，空气流动，就感觉会舒适一
些，可每当停下来，就会像风扇停了电，瞬
间闷热。过了任城区中医院站，基本就到了郊
区，虽然路宽人少，没有上下站的乘客，芦斌
依然重复报站、进站、停靠、出站。他说，这样
做一是为了提醒忘记下车的乘客下车，另一
方面，进出站的这段时间里很可能就会有乘
客过来乘车，如果不注意这些，次数多了就
会打乱整条公交线路的运营、停靠时间。

“大爷您别着急，等您坐稳了咱再
走。”在山东理工职业技术学院站，一位背
着提着各种农产品的老人为了赶车，远远地
看到车来了就顾不上天热往站点跑。芦斌意
会，就有意将车速放缓，并鸣笛示意他们不

用着急、注意安全。老人上车后连声道谢，
芦斌等他投完币，坐稳后才起步。

15点25分，太阳从南偏西方向直射进车
厢，记者坐着不动，前胸、后背的衣服也已
被浸透，刚把水杯放到嘴边想喝口水，几滴
汗掉了进去，水进到嘴里，感觉咸咸的。驾
驶座位置车窗打不开，空气不流通，温度更
高，芦斌在红灯路口停下车，右手擦了把
汗，左手下意识摸到水杯也正要喝水，放在
嘴边才发现杯子已经空了。

首圈下来，又回到薛口建材大市场站，
有不到20分钟的休整时间。记者本想他能坐
在吊扇下边凉快会，没想到他又提着水桶奔

向了公交车。先把所有的车窗玻璃擦了一
遍，清理完车厢内垃圾后，又把车内地板拖
了一遍。

这一连串忙下来，时间已经到16点2分
了，距离发车时间还有3分钟。他又跑到自
来水龙头前冲了冲头上的汗。16点5分，准
时发车，芦斌开始了当天第二圈的轮回……

最后一趟从太白湖景区返程时，暮色已
经完全降临，起初的几站几乎没有等车的乘
客，整个返程路线上车的乘客也没超过10
人，但芦斌依然十分耐心地做好从进站到出
站的每一个环节。回到停车场时已经21点30
分了，芦斌念叨着“六净一亮”的标准打扫

完了车里的卫生。对着公交车厢里的灯光，
芦斌出了一天汗的额头上油光发亮，记者的
深色上衣也换了款式——— 反复浸汗以后又被
晾干，留下很多汗花。

从停车场回家时已经22点了，芦斌说，
妻子也是公交司机，两人每个月的工资加起
来不到6000元。遇到两人同时上班的时候，
只能将吃奶的孩子撂给父母照看。为了节省
开支，夫妻俩至今住在父母的房子里。他们
最近想买一套自己的房子，可首付款还没有
凑齐。“踏踏实实做好眼前的工作，日子就
会越过越好。”空静的大街上留下了芦斌爽
朗的笑声。

“天越热，越要心如止水”
公交司机41℃高温下连续工作8个多小时，为保乘客安全，操作环节一个不少

连续11天，高温持续在35℃以上，特殊行业工作环境达到了40℃、50℃。正是在这样的高温下，交警的哨

音依然响亮纯正，公交司机各项操作依然精准到位，快递员的投递依然准时精确……为弘扬敬业精神，《大众

日报·济宁新闻》推出《我在烈日下》策划，记者兵分多路体验高温，与烈日下那群可爱的人同劳动、共挥

汗，颂扬美德、激励众人。

□记者 王德琬 通讯员 王磊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近日，济宁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

了1—6月份流通环节食品安全抽检结果，上半年全市共抽
检食品及食用农产品24大类1068批次，其中合格898批次，
不合格170批次，不合格食品发现率为15 . 92%，其中鱼台
县以43 . 06%的发现率排名全市第一。

上半年的抽检类别包括粮食加工品、调味品、肉及肉
制品、饮料、方便食品、饼干、速冻食品、薯类及膨化食
品、鸡、鸭、肉、蛋等食品及食用农产品共24大类。抽检
重点场所在食品集中交易区、农村市场、中小学周边、景
区、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商场超市、菜市场等问题多发
区，并且针对专供婴幼儿、老年人、病人等特定人群的主
辅食品进行重点检查。上半年全市共抽检各类食品及食用
农产品1068批次，其中合格898批次，不合格170批次，不
合格食品发现率为15 . 92%，全市流通环节监督抽检与去年
同期相比问题发现率提高了4个百分点。

1—6月份流通环节食品安全抽检结果公布

不合格食品发现率15 . 92%

□记者 张誉耀 通讯员 张青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近日，记者从济宁市商务局获悉，1-6

月份，济宁市服务贸易完成进出口总额51952万美元、同
比增长43 . 1%，其中出口30844万美元，增长28 . 2%，绝对额
和增幅分别位居全省第6位和第1位；进口21107万美元，
增长72 . 5%。全市服务外包离岸合同执行额2064万美元，
同比增长39倍；技术进口合同执行额577万美元，增长11
倍；文化产品出口额完成2165万美元，增长30 . 1%。

上半年服务贸易进出口额

同比增长逾四成

□记者 赵德鑫 报道
本报济宁讯 7月29日，济宁市2016年金秋助学活动

正式启动。对符合资助条件的申请对象，济宁市总工会将
根据家庭困难程度、本专科学历等情况给予2000元-5000
元的助学金。今年，济宁市总工会在对本科大学生进行全
覆盖救助的基础上，将助学范围进一步扩大到考取专科的
困难职工、农民工子女。预计今年全市工会的资助人数将
达到1600人，资助金额将突破500万元。

据不完全统计，开展金秋助学活动19年来，济宁市各
级工会累计筹集助学资金3960万元，资助困难大学生11500
名。其中，济宁市总工会共筹措资金648万元，资助困难
大学生2150人。万余名受助困难职工家庭中已有86%以上
的大学生，学业有成，走上工作岗位，有31%以上的受助
大学生考取了研究生、博士或公派出国留学，60%上的受
助困难职工家庭因子女就业或创业而逐步摆脱贫困。今年
济宁市工会金秋助学活动定于7月29日正式启动，9月上旬
结束。市总工会金秋助学活动的申报截止时间是2016年8
月20日。

金秋助学活动正式启动

□ 本报记者 吕光社 赵德鑫

中午家里没人做饭，用手机叫个外卖；下午天气酷热难
耐，在APP上点份冰淇淋；晚上有场暴雨，那就叫份夜宵宅
在家里看球……不知不觉中，外卖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
方式，穿梭在济宁大街小巷中的近千名外卖骑手，为这座城
市里的人们带来了足不出户就可以吃遍济宁的便捷。

7月29日，上午9点济宁城区的温度就达到了32℃。10
点，在红星路与火炬路交叉口，伴着如火的骄阳，记者跟着
外卖骑手张晓亮开始了一天的体验。

1988年出生的张晓亮做外卖骑手有一年多了。在送餐之
前，张晓亮都要做好充足的准备，保证手机电量充足，摩托车
油箱满满，还要备好防暑降温的绿豆水和药物，把外卖箱擦拭
干净，一切就绪后，点开手机上的软件，就可以开始抢单了。

第一单的路程并不远，一位客户预订了一份全聚德的烤
鸭送到科苑小区内，抢单之后，张晓亮先给饭店沟通好做菜
的时间，以确保饭菜做好后第一时间配送。从全聚德出发，
记者和张晓亮一起来到了客户留下的地址，没想到满头大汗
地爬到五楼后，却敲不开门。原来是客户地址填写错误。随
后，记者和张晓亮又一起骑到冠亚星城处，这才将饭菜送到

客户手中，此时我俩已是挥汗如雨。
一组数据可以反映出外卖骑手的不易：每天至少要接打

上百个电话，一天在路上骑行的平均距离为200公里，每天平
均要爬500多阶楼梯，一天要换两次被汗水浸湿的上衣……气
温越高，外卖骑手的工作就越忙碌。仅美团外卖在济宁的统
计，7月份送出的外卖份数是之前两个月总和的3倍！就在7月
25日，还创造了一天近万单外卖的最高纪录。

在张晓亮看来，外卖骑手并不是简单的体力活，更重要
是服务态度。记者翻阅了美团APP，发现张晓亮的好评率达
到了99%以上，这也是张晓亮对工作的自豪与骄傲所在。

与出租车司机“人等活儿”的模式不同，外卖骑手可以
说时刻处于“活儿等人”的状态。美团专送济宁汇优商贸经
理李先生告诉记者，骑手们只要正常工作，每个月拿到平均
5000块钱的工资并不是什么难事。虽然夏季高温，但每一位
外卖骑手都配备了防暑降温的物品，并有相应的补贴。与人们
印象中不同的是，更多的外卖骑手一般分为早、中、晚三个班
次，每个班次八小时左右的工作时间，可合理安排。

前不久，张晓亮迎来了女儿的出生，虽然外卖骑手的工作
风吹日晒，但张晓亮却觉得这是一种“甜蜜的负担”。“为了我
亲爱的小公主，无论再苦再累都觉得幸福和值得。”

外卖骑手张晓亮———

烈日下，每天200公里的奔跑

□记者 尹彤 报道
7月26日，秦晓博在烈日下疏导交通。

■我在烈日下

□记者 赵德鑫 报道
路口停车，张晓亮赶紧擦汗。

□记者 王浩奇 报道
车前部不通风，十分闷热。7月26日中午，公交车内的电子温度计显示的温度达到了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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