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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纷飞，当您走出家门

急匆匆赶往单位的路上，您是

否注意到穿着黄马甲在路边埋

头清扫积雪的环卫工人；当您

驾驶车辆顺利爬上陡坡时，您

是否留意到路旁那一台台轰鸣

的铲车；顶风冒雪清运垃圾的

工人、不辞辛劳的投递员… …

正是有了他们辛勤的付出，寒

冷的冬日才充满了丝丝暖意。

5日，记者在环山路清雪现场
见到防滑抢险指挥部副部长王义
勇时，他正在指挥车里通过电话了
解各清雪路段的进展情况，从其疲
倦的声音中不难听出他已好久没
休息了。“从3日晚上到现在，两个
晚上睡了最多有4个小时，说不累
是假的。”简单寒暄过后，他便跟记
者介绍起扫雪的情况。

烟台的扫雪工作之所以能得

到广大老百姓的认可，首先得益于
有一个科学的统一部署。近年来每
到有强降雪等恶劣天气来袭，市委
市政府都会紧急召开部署会议，给
有关单位划分责任区域，要求分管
领导狠抓落实。

其次，得益于不断更新的机械
化清雪设备。此外，严格的清雪标
准，使各单位在具体的工作中有了
明确目标，按照规定，夜间降雪次

日早8点必须清扫完毕，白天降雪，
雪停后立即清扫。小雪要做到随时
清扫，两日内清运完毕，中雪以上
要在3—5天内将雪清运完毕。而事
实上，各分管单位干活时都是互相
比着干，看别的区域清扫完毕了，
自己区域还没扫净都感觉脸上挂
不住。“一线的工作人员有了这种
干劲，奖惩考核显然已没了什么作
用。”王义勇说。

王义勇——— 烟台市政养管处副处长、防滑抢险指挥部副部长

扫雪“总指挥”两天睡了四小时“

臧益洪——— 芝罘区环卫处生活垃圾清运工

“吃完盒饭咱们接着干”

5日中午12时许，记者
在采访途中恰遇一辆环卫
处的生活垃圾清运车，四
位工人师傅正挤在狭小的
驾驶室里吃盒饭。一位叫
臧益洪的工人告诉记者，
其实单位食堂中午准备好
了饭，但为了节省往返的
时间，他们几个人就在小摊
上买了盒饭。

臧益洪今年已经快50

岁了。老臧告诉记者，他们
这个班组一共四个人，从凌
晨4点就已经出来了，由于
垃圾箱里存了一些积雪。

芝罘区环卫处有关负
责人介绍，目前环卫处不仅
肩负着清雪防滑的工作，而
且还要保质保量地完成垃
圾清运的工作。从 3日开
始，垃圾清运车队的工人们
已经连续三天没回过家了。

臧益
洪在清运
垃圾。

于京海——— 红旗中路立交桥工人

“大桥通了就回家过年”

新年到来后一连三天
的大雪里，来自淄博的农民
工于京海一直在红旗中路
立交桥工地上忙活。5日上
午，当记者沿着立交桥过膝
的积雪走了几百米后，终于
看到了正在和几个老乡扛
造塑板的于京海，宽阔的立
交桥上，鹅毛大雪漫天飞
扬，于京海半个身子都是白

的。
5日上午，于京海和一

帮兄弟们六点钟就起来了，
红旗路立交桥的工程接近
尾声了，他们负责把堆在工
地的造塑板扛进仓库。于京
海和老乡张建一组，扛着几
尺厚的板子在雪地里深一
脚浅一脚地干了几个小时。
快正午的时候，工地开饭

了，几十个兄弟们拿着各自的
搪瓷缸子冲进食堂，出来的时
候端着热饭都有说有笑的。

老于告诉记者，他家是
淄博高青的，妻子边种地边
照顾孩子，孩子快高中毕业
了，成绩不算好，但是一家人

还是想着能让他考上大学。
说起家和孩子，老于的笑显
得格外温暖，“我今年三月就
过来了，大半年没回家了，就
是想挣了钱给孩子上学。马
上大桥就通车了，今年能回
家过个好年。”

雪后的大街上，出现频
率最高的人群当数身穿黄马
甲的环卫工人，几乎没走过
一条街都会看到他们的身
影。5日上午11时许，在市区
青年路，5位环卫工正卖劲
地铲着路旁深达半米的积
雪。
“沿街的店铺将门前积

雪起堆后，都需要我们人工
往清运车上铲，从 4日中午
12点开始，除去吃饭的两个
小时和睡觉的 3个小时，我
们5个人已经连续工作17个
小时了。”今年已 52岁的环
卫工杨国琴告诉记者。
“长时间在室外作业，冷

不冷啊？”记者问。“还行，前

两天单位统一发了一身新棉
服，身上和腿上都不冷，就是
脚冻得有点受不了，从昨天
到现在已经湿透了三双鞋。”
杨大姐说。

记者低头一看，杨大姐
脚上那双棉些已经被雪浸湿
了一大半，鞋帮处沾的雪已
经结成了冰，使劲跺上两脚
也不能完全震除。“为什么不
穿双水鞋啊？”记者问，“水鞋
底太薄，不一会脚就冻得受
不了，听说现在有一种里面
带毛的棉水鞋，既保暖又防
水，等忙过这一阵，一定出去
转转买一双。”一双保暖的棉
水鞋，似乎成了环卫工人们
目前最想得到的礼物。

杨国琴——— 芝罘区环卫处道路保洁员

“我们已扫了17个小时的雪”

赵峰清——— 毓璜顶医院急诊护士长

“下雪天抬担架很平常”

从3日烟台降下新年第
一场雪开始，毓璜顶医院急
诊室护士长赵峰清就一直等
在呼叫台，呼叫声一响起，冰
冷的药箱马上会被她握在手
上。“雪天车在路上跑得慢
了，所以我们出诊就得更

快。”她说。
5日上午9点多钟，记者

在毓璜顶医院急诊室目睹了
这天上午的头一次出车。呼
叫台的屏幕按钮一变，尖利
的呼叫声响起，“护士长，桃
花街附近有个老人在家里犯

急病，要求出车。”记者跑到
急诊室的时候，赵峰清和内
科的邹大夫已经跑到门口
打开了急救车门，门外是漫
天大雪。

急救车的窗户都结冰
了，走在泥泞的西南河路上
摇摇晃晃，短短的一段路程
走了近15分钟。下车后，一
行人在雪地里小跑着前进。
到达老人家后，89岁的老

人张大爷躺在沙发上已经
是寸步难行，赵峰清抬起
了担架。老人家的二层楼
梯在屋外，二十几级台阶
已经被冰雪覆盖。赵峰清
在前面抬起担架的一端，
家人在担架的另一端，她
背着身子开始往下迈步。
一步，两步，地滑，但她迈
得很稳，二十几级台阶走
了3分多钟。

李淑华——— 烟台市邮政公司投递员

“送报累得都不想动了”

李淑华推着邮车在雪
地上一步一滑地走着。

5日上午11点，在烟台
市地税大楼大厅，记者一眼
就见到了李淑华，她身上深
绿色的邮政制服非常显眼，
裤脚处有着深深浅浅的痕
迹，那是一路踩雪送报留下
的。脚上那双黑色的棉靴靴
头处的颜色很深，一看就知

道已经湿透了。
因为下雪，自行车根本

没法骑，李大姐只能推着车
走，漫天的雪花一会儿就落
了她一身，遇到上坡路，几
十斤的邮包更是压得自行
车不断打滑，李大姐需要很
用力地握紧车把。在走往订
户家的路上，李大姐告诉记
者，她主要负责上夼西路这
一块的投递，有100多个散
户，平日里早晨7点多上班，
上午的任务两个小时就能投
递完。下雪天就不行了，当天
都快中午了，她才投了一多
半。4日她一直送到下午三点
多才结束，回家累得都不想
动了。不过市民很体谅她，雪
天送报晚了，没有人乱发脾
气，所以还是挺开心。

雪天行路一步一滑，送
出七八份报纸后，记者觉得
腿很酸麻。中午12点，记者
提议休息吃点午饭，可是李
大姐坚持要把报纸送完。告
别记者，李大姐推着自行车
走进了大雪中，而她的中午
饭将是路边随便买来的包
子或者面包。

“说实话，我们真的害
怕下雪，但是今年的雪又
格外多。”平日里飒爽英姿
的女交警见到记者的第一
句话就说出了对大雪天的
直观感受。“连日强降雪，
竟然逼得交通警察步行上
下班，警用摩托车在一尺
厚的雪地里无法上路。”语
气里透着无奈。

许晓明是烟台市交警
一大队女子中队的副中队
长，3日晚开始降雪，为了在
第二天早上不把时间耗在
路上，许晓明 3日晚冒雪赶
到了单位，晚上在单位过了
夜，第二天早上6点多钟，全
队民警带好一切装备步行

赶到执勤地点。她说自己已
经两天没回家睡觉了，在交

警全员上路的雪天里，这是
与雪较量的最好办法。

许晓明——— 交警一大队女子中队副中队长

“步行上下班，两天没回家”

许晓明在搀着行人过马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