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擦果皮箱的“环卫哥”出名了，
清挖旱厕、清疏化粪池、收集垃圾渗滤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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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焦点

环卫行业里的三个工种
这些工作都和“臭”打交道11

为美化城市更多人在默默奉献
这些工作都有不为人知的辛苦一面

■对话嘉宾

胥嘉印 济南市城管局副
局长

阴洁伟 济南市城管局社
会动员处处长

张逸飞 济南市城肥清运
管理一处机械化清疏队队员

刘 晓 济南市城管执法
局督察大队队员

郑希文 槐荫区建筑渣土
综合整治办公室工作人员

于成刚 济南市机械化清
扫大队第四作业中队环卫工

王延峰 济南市城肥清运
管理二处清洁四队二班粪便清
除工

党 雷 历下区城管局机
扫队三中队洒水车驾驶员

李 军 济南市城管局机
械化清扫大队二中队队员

刘 霄 济南市城管局机
械化清扫大队一中队队员

倪 澍 济南市生活废弃
物处理中心工作人员

朱会星 济南市城管执法
局直属支队二大队队员

对话时间：2012年1月12日
上午

对话地点：济南市城市管理
局二楼会议室

主持人：社区记者 丁捷

■对话背景

在经七纬二路口打扫卫生
的“环卫哥”于成刚这两天成了
大明星。1月6日，市中区交警大
队女子中队民警丁汕在站岗执
勤时，把于成刚擦拭果皮箱的照
片用手机拍下来并上传至微博，
众多网友看到他认真擦拭果皮
箱，非常感动。这几天，媒体纷纷
采访他，于成刚一时成了上镜率
很高的明星。

在看了本报报道后，有网友
感叹，没想到环卫工这一行，也
需要那么多的工具、那么细致地
去工作。其实，很多工作都有不
为人知辛苦的一面。去旱厕清挖
粪便，大学生是如何忍受臭味
的？每天在一座30多米高的垃圾
山上巡逻是什么心情？执法人员
在拆除违章建筑时遭遇反对、拆
不动怎么办？

12日上午，生活日报大型社
区主题互动栏目———“社区对
话”第172期走进济南市城市管
理局，和你聊聊环卫工、洒水车
驾驶员、粪便清除工等这些工作
背后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粪便清除工、清疏队员、污水处理车
间工作人员，这三个行业有个共同的特
点，都是和臭打交道。适应垃圾填埋场的
臭气，倪澍用了半年的时间。

倪澍在济南市生活废弃物处理中心
工作，这里有一个巨大的垃圾填埋场，是
济南市第一生活垃圾填埋场，这个填埋场
的垃圾堆积了30多米高，目前已经饱和。
倪澍所负责的，就是把垃圾填埋场产生的
渗滤液进行处理，把这些污水处理成中
水。

垃圾填埋场有很多引导管，垃圾渗滤
液就是通过引导管进入污水池中，再经过
生化处理、膜处理等技术加工成中水。为了
防止引导管冬天破裂或者冻结，倪澍每天
带着工具到这座垃圾山上巡查，看看检查

井中有无冻结的情况。如果冻结了，就需要
用镐把冰凿开。“垃圾填埋场虽然已经饱
和，但还在接收垃圾。我刚来的时候非常不
适应，用了半年的时间才习惯这种臭味。”

大学生淘粪工王延峰则是在芙蓉街、
按察司街一带清挖旱厕。在冬天，每天早
上四五点钟就起床，赶在市民上班之前，
把负责路段的旱厕清理干净。把粪便挖出
来倒在桶中，再把桶挑到粪车里。“有的人
在200米之外就得捂住鼻子。”

王逸飞在济南市城肥清运管理一处
机械化清疏队工作。虽然是机械化清疏化
粪池，仍然避免不了和臭打交道。打开化
粪池的井盖，把抽粪车的管子抱住，伸到
化粪池中清疏，清疏完毕后再把管子抱出
来。而抱管子时难免会有粪便溅到身上。

上午10点多，参加完本报社区对话后，“环卫哥”于成刚直接回到
经七纬二路口，又开始了一天的打扫。巧合的是，拍摄于成刚擦拭果
皮箱的女交警丁汕也在执勤，两人不期而遇，这次算是认识了。

“他擦果皮箱像在家擦摆件”
一条小小的微博能让一个普通的环卫工成名，丁汕也感到非常

意外。她告诉记者，1月6日清早，她正在经七纬二十字路口执勤，执勤
需要随时观察行车情况，平时是很难在意路边发生的事的。当天于成
刚没戴手套，果皮箱旁边还有一个白色的桶，桶中的水是用来清洗抹
布的，还往上冒着蒸汽，这给了她很深的印象。

“我前前后后观察了他十分钟。”丁汕告诉记者，于成刚擦拭果皮
箱就像是在家中擦拭摆件一样，非常用心。喜欢街拍的丁汕就把这一
幕拍摄下来，早上9点半值班结束，丁汕迫不及待地把照片上传到微
博上。到10点半的时候，已经有700多人转发了这条微博，引起了如此
高的关注，丁汕一度怀疑自己的手机出了问题。

“环卫工这个岗位虽然不起眼，非常平凡，但是他一个很小的动
作诠释了什么叫做敬业、什么叫做责任。”丁汕说。

“环卫哥”从家中带来洗衣粉和塑料盆
12日，于成刚擦拭果皮箱有了新工具。在经七纬二路口垃圾箱旁

边，有一个黄色的塑料盆，一个盛洗衣粉的瓶子。于成刚说，这些都是
从家中带过来的，为了擦拭起来更加方便。

于成刚的父亲在八一立交桥附近一家单位疏通下水道，挣钱不
多，两人离得很近，于成刚还可以照顾一下父亲。

于成刚干活用的工具很多，光笤帚就有四把，还有簸箕、小铲子、
抹布、空桶、捡拾器等等。簸箕是于成刚自制的工具，用一段废弃的横
幅做兜，用胶皮线做网圈，用木棍做柄，握住柄把网兜贴在地上，就可
以把垃圾扫进去了。

“你看咱俩都是在这个路口，现在就算是认识了。”丁汕笑着对于
成刚说，并夸奖于成刚干活仔细。

对于很多网友夸奖他干活用心、仔细，于成刚也只是笑笑说，这
是自己应该做的，擦拭过的果皮箱虽然不能保证一点尘土也没有，但
是至少能够保证看起来是光鲜和干净的。

窍门一：换位思考

扫帚停一停，洒水车等一等，工作的同时也为对方想一想
“前几天扫地，老远看到了一

个老奶奶带着一个小女孩，我看
到她们就停了下来，不过她们还
是不太高兴，说我扫得尘土飞
扬。”于成刚主要负责经七纬二路
口一个路段的保洁工作，虽然工
作时间不长，但在工作中也遇到
一些委屈事儿，“想开了，这很正
常。”于成刚说之前会遇到一些人
把痰吐到他附近，现在他随身就
带着纸，遇到这样的情况他就擦
干净，不去争辩什么了。

作为一名大学生挑粪工，王
延峰对别人的躲避表示“理解”。

“挑粪就是个有气味的事儿，200
米以外就捂上鼻子，躲着走，很正
常。”在工作的时候，挑着担子，如
果看到有行人路过，他们都会习
惯性地让一让，等一等。“平时下
班，我们要么骑自行车，要么就是
坐单位的车回家，一般不坐公交
车，省得别人闻到味道不舒服。”

如果说灰尘和气味比较容易
躲得开，那么洒水车的水雾就比

较难躲了。历下区城管局机扫队
三中队的党雷开洒水车七八年
了，晚上11点上班，一直要到第二
天早晨七八点钟才下班，“夏天一
般晚上11点夜市就散了，这时才
能进行洒水作业。”党雷说，一车
水有20吨，在顺利的情况下20分
钟可以喷洒完毕。但在夏天，一些
小吃摊撤摊非常晚，“过去洒水他
们非常反对”，遇到这种情况党雷
就停一停，或者到别的地方去，

“反正大家都要互相理解才好”。

洒水车驾驶员很辛苦
别人休息时他们在上班

历下区城管局机扫队三中队的党
雷是一名洒水车司机，他的工作可以不
用和臭气打交道，不过上班的时间却挺
让人难受：晚上11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
钟，这正是很多市民休息的时间。为了
不影响市民正常上班出行，很多洒水车
在这个时间段内作业。党雷说，即便是
夜深人静时，可能也会有行人，洒水车
需要非常注意。洒水车在从行人旁边经

过的时候会暂时停止洒水，等没有行人
的时候再洒水。

洒水车在冬季下雪的时候也需要
洒水，水中的融雪剂可以帮助化雪。济
南市城管局机械化清扫大队二中队洒
水车驾驶员李军说，在连续降雪的情况
下，洒水车驾驶员也需要连续作业，有
的洒水车驾驶员在路边接水时，甚至都
会睡着。

查违建、查渣土车
执法队员主要就是纠正违法行为

“群众举报，领导交办，其他部门移
交，现在我们需要处理的工作主要来自这
几个方面。”朱会星来自济南市城管执法
局直属支队二大队。面对违法违章建筑

“现在都要提前介入，在萌芽的时候就介
入调查，以服务和管理为主”。

与朱会星类似，郑希文是槐荫区建筑
渣土综合整治办公室工作人员，他的主要
工作就是管理好渣土车，“这个工作基本上
是365天，24小时上班。”郑希文说，在工作
中一个是费车，一个是费嗓子，“有的车一
年要跑4万多公里，损耗很大。”并且在检查
时，几乎每个人都会喊哑嗓子，因为要把车

开到渣土车旁边，冲着对方扯着嗓子喊：
“停车检查。”虽然现在推行了电子双向签
单和GPS定位系统，但是由于成本很高，
执法队员的工作量仍然不小。

如果说整治违法违章建设和规范渣
土运输是在与别人打交道，那么在济南市
城管执法局督察大队工作的刘晓就是在
和自己人打交道。“我们主要是监督。”刘
晓说，每年城管部门都要向社会承诺完成
百件实事，“这些事儿做得怎么样了？我们
要检查进度的。”除了这些，他们还要监督
行风，“主要是看我们工作人员的工作做
得对不对，好不好”。

多替别人着想一下，多对工作钻研一下

每份工作都有窍门，下点工夫准能做好

道路清扫、处理粪便和垃圾、检查渣土车、查处违法违章建筑……跟于成刚一样，有很多普
普通通的一线职工都在兢兢业业地工作。工作苦不苦？挺辛苦，工作累不累？不轻松。可是他们都
认认真真地在坚守。一线工作怎么样才能做得好？12日，生活日报社区对话邀请到了10位嘉宾，
大家都谈了工作中的窍门。

窍门二：攻坚克难

分散行动，甩掉盯梢的人，渣土检查也要斗智斗勇
张逸飞是济南市城肥清运管

理一处机械化清疏队队员，自从济
南市出台了化粪池免费清疏的政
策后，他们的工作量一下子大了。

“其实工作量大也没事，关键
协调起来非常麻烦。”为了能及时
清疏化肥池，张逸飞他们抬过小
汽车，搬过杂货间，找过居委会。

清疏化粪池要协调好多方面
的关系，渣土管理甚至要上演“攻
心计”，要想进行好一次渣土检
查，不亚于一场智斗大片。郑希文
作为槐荫区建筑渣土综合整治办
公室工作人员总结了不少管理经
验，“我们去蹲守工地，也会遇到
人家在我们单位门前蹲守的情

况。”为了逃避检查，一些渣土车
运输者甚至派出专人在渣土整治
办公室门口查看情况，一旦出动
检查就立刻通风报信，在一辆执
法车后面常常会跟着一两辆小面
包车，为了甩掉“尾巴”，执法队员
往往分散开，然后再绕道执法点
去进行检查，“不亚于谍战片啊。”

窍门三：处理人际关系

打个招呼，拜访一次，与群众关系就贴近了
“那些居民我叫不上名字，但

是都知道姓什么。”挑粪工大学生
王延峰说，和自己一起工作的老
师傅们有的已经工作了30多年，
和居民们关系都很好，“现在那些
居民我基本上都能认出来，知道
他们在哪条街住，家住在几号院，
家里有几口人。”由于为每家服务
的时间都是固定的，淘粪工们甚
至已经成了大家的日历表，“有时
候到哪家去，他们一看见我们就
会说：今天星期五啦？有时候临时

调整了时间，还会把对方弄糊涂
了。”

和被服务对象的关系相对比
较容易相处，如果是执法队员，受
到的压力可能会大一些。“现在执
法要首先讲服务，现在在大走访，
过年过节我们都要去工地上看
看。”朱会星说，为了拉近与被管
理对象的距离，城管执法队员们
都是靠上去服务，“大家距离近
了，管理起来就要容易一些”。

如果说挑粪工和城管执法队

员在千方百计地拉近和大家的距
离，济南市城管执法局督察大队
的队员却在为亲密关系纠结，因
为督察大队查的都是“自己人”。

“事情的落实情况，行风都是我们
管，都是关系很好的同事，在一开
始工作的时候也觉得很为难。”刘
晓说，“大家的分工不同，按照规
定公正、公平地处理问题，把一碗
水端平了就好。其实都是督促大
家把工作做好，把政策落到实处
去。”

□专题策划：生活日报社区记者团队
□专题采写：社区记者 徐佳 丁捷
□专题摄影：本报记者 王媛

济南市城管局副局长胥嘉印 济南市城管局社会动员
处处长阴洁伟

槐荫区建筑渣土综合整
治办公室工作人员郑希文

济南市城肥清运管理二
处清洁四队二班王延峰

济南市城肥清运管理一
处机械化清疏队队员张逸飞

济南市城管局机械化清
扫大队二中队李军

济南市城管执法局督察
大队队员刘晓

济南市城管执法局直属
支队二大队朱会星

济南市生活废弃物处理
中心倪澍

历下区城管局机扫队三
中队党雷

▲女交警丁汕的一则微博让于成刚变成了网络红人。

▲于成刚和丁汕都在经七纬二路口坚守着自己的岗位。

▲济南市机械化清扫大队第四作业中队环卫工于成刚在路段工作。

■嘉宾评语

济南市城管局副局长胥嘉印：

保洁员把马路当成客厅打扫
济南市城管局副局长胥嘉印说，他

已经通过报纸、电视看到了于成刚的事
迹。于成刚把马路当成自家客厅打扫，
他工作的认真负责是道路保洁工作的一
个亮点。其他保洁员也是这样要求的：把
马路当成客厅打扫、把支路街巷当成卧
室来打扫。胥嘉印说，春节就要到了，城
管系统也准备开展几个行动，来为老百
姓创造一个好的生活环境。这几个行动
有：道路保洁行动、垃圾死角大清理行

动、综合整治行动等等。

他们的奉献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济南市城管局社会动员处处长阴
洁伟说，对话中的嘉宾来自不同的岗
位、不同的工种，对济南的城市管理都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们都非常乐观，
即便是工作再忙，他们也没有感觉到很
大的压力和负担，这种奉献的精神是每
个人都应该学习的。

来
自多个行
业的一线
职工们一
起谈起了
如何做好
一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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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进展

“环卫哥”和发微博的
女交警见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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