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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来自12369

最美不过环卫工

凌晨5：30，天空飘着蒙蒙细雨，寂

静的街头，偶尔会传来车轮与地面的磨

擦声。马路两边，昏暗的灯光下，不时地

可以看到桔黄色的身影，舞动着扫把。

这时，我们的环卫工人已经开始了工作。

5：40，记者到达了约定的地点，芜

湖路与明光路交口，不一会，负责该片环

卫的杨班长送来了扫把和环卫服。简单

装备之后，杨班长指着前方约五十米的

路段对记者说：“你就扫这一段吧！”。

“扫马路有没有什么技巧？”记者问

道。“其实也没有什么，先把路中间的垃

圾往路边扫，然后把垃圾拢到一块就行

了，要注意安全。”交代完之后，杨班长也

开始忙碌着自己的工作。

飕飕的凉风夹杂着雨水，吹的令人

浑身发冷。路面上的脏物主要是飘落的

梧桐树叶，和湿漉漉的地面粘在一起，打

扫起来非常费劲，还要不时地用手捡。

沉甸甸的扫把头，在地面上发出“哗

啦哗啦”的声音，

不一会，记者身

上 就 开 始 冒 汗

了 。 每 扫 几 米

远，就拢一小堆

垃圾。在打扫的

过程中，还要注

意，不要把垃圾

掉到下水道里，

以免堵塞。

6：30，总算

把杨班长分的路

段打扫完毕。汗

水浸透衣衫，浑

身感觉发疼，一

动也不想动。看

着扫的一堆堆树叶和整洁的马路，心里却

有一种成就感，身体自然也轻松了许多。

“打扫的还不错嘛！”杨班长微笑着

走了过来。据杨班长介绍，她从事环卫

工作已经有12个年头了，他们这个班共

有29名环卫工，主要负责和平广场附近

马路的保洁工作。

“做环卫工，苦点累

点都不怕，但有时

候还要承受委屈。”

杨班长说，一些行

人 喜 欢 随 意 丢 垃

圾，他们碰到了就

想管，可是行人不

理解，会说出不文

明的语言。

杨班长说，为

了 马 路 的 整 洁 和

不影响交通，他们

每天凌晨 4：30 左

右就开始上路了，

在 清 晨 7：00 以

前，要清扫完毕。“一个工人一个月

要用坏五把扫把，一年下来就是五

六十把。”

记者 李尚辉/文 倪路/图

体验岗位：环卫工人
体验时间：2011年11月5日
体验地点：合肥街头

记者手记：扫完马路，身上已变得汗津

津的，两只胳膊也明显感觉有些酸酸

的，每挥起扫把都变得有点吃力，并不

停地喘着粗气。天渐渐亮了起来，路

上的车辆也开始增多。疾驰而过的车

辆，从车轮下溅出的水花，让人来不及

躲闪，泥浆布满裤腿。

不论是严寒酷暑，还是刮风下雨，

环卫工人们每天都重复着这样的工

作，可想而知其中的辛苦。体验之后，

深深感受到，我们的环卫工才是最美

丽的人。

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11月4日，记者

走进合肥市消防支队蜀山消防大队，近距离体

验了消防战士的生活。半天的体验后，让记者

感受到消防战士雷厉风行的作风和接警出动的

迅速。

对消防战士来说，任何一个报警电话都不

是小事。11月4日，记者走进合肥市消防支队蜀

山消防大队，亲眼目睹了时刻准备着与火魔赛

跑的消防战士们的工作情况。

记者在蜀山大队指挥分控中心现场感受

了半个多小时，电话铃声此起彼伏，要么传来的

是报警电话，要么就是消防官兵通过无线对讲

机向指挥中心报告现场的情况，当然也有相当

一部分是市民拨错了电话，报了“假火警”。

当日值班的22岁消防战士李然军告诉记

者，一旦接到火警，一分钟内消防车和消防官兵

就能驾驶消防车开出营区。在记者体验的半个

小时时间里，虽未发生一起真正的火警，但记者

仍感受到消防官兵严阵以待的紧张气氛。

在蜀山大队营房，消防战士李然军现场演

练了一次“出警过程”：警铃突然响起，李然军

从二楼“飞奔”而下，迅速穿上整套重约20斤的

救火装备：包括上衣、裤子、鞋、腰包以及消防帽

等，然后“冲”上消防车，开出大队门口。

记者看了看手表，整个过程仅花了50秒，

而穿救火装备的过程不过用了15秒。看到眼前

的一切，记者发出赞叹的同时，也开始跃跃欲

试，本以为穿装备的过程可以在 1分钟以内拿

下，却费时2分钟。李然军说，节约1分钟，在火

灾现场，可能会多挽救一条生命。

随后，记者也现场模拟火场铺设水带的动

作，整套动作下来，记者感到腰酸背疼。李然军

说，他们每天工作，除了出警之外，其他时间都

是在营房进行体能锻炼，“日子虽然平淡，但非

常充实。” 记者 鲁龙飞/文 黄洋洋/图

与火灾“赛跑”
体验岗位：消防战士
体验时间：2011年11月4日
体验地点：合肥市消防支队

蜀山消防大队

11月4日上午，合肥的天空，似乎还

是有些闷。

一到环保局，经过宣教处周家林老

师的热心帮助，我来到了 12369环保热

线的办公室，此时，我需要做的事就是

等待电话铃声的响起。

15分钟后，电话那头传来一位男子

的声音。“我要跟你们投诉，我家附近有

一家干洗店，每天都冒出大量刺鼻的异

味，请你们去查查！”

在详细记录举报人的姓名、电话

（此两项需要保密）、投诉地址、投诉内

容后。按照程

序，要将这些

资料录入进合

肥市环保局公

众信息服务平

台，随后受理

的内容被迅速

分发给包河区

环保局，并要

求该局在 7 个

工作日内将办

结情况通过该

平台予以回复。

当天下午，顺着这条线，我和包河

区环保局执法人员来到了被举报的宿

松路某干洗店现场。第一件事，我们要

做的工作就是在外围调查：闻，问，看。

在干洗店门口待了五分钟仍没有闻到

举报人所说的“刺鼻的异味”后，我们一

行3人，又顺着一个小巷走到了该干洗

店的后门，查看有没有乱排污水的情

况。也没有，怎么办？我们打通了举报

人的电话，欲了解更翔实的内容。此时，

电话那头，举报人称因为有事，不愿见

面，但他坚持说干洗店有味道。

接下来，在“亮证”后，我们走进了

这家干洗店。“老板不在，我是来串门

的。”里面一位正在忙碌的女子给我们

这样的回答。在解释原因后，我们走进

了该店的“后堂”。

顺着排水管，我

们走进了一间潮湿的

房间，并找到了排水

口，摸清这些废水是

否正常排入市政管

网。随后，我们现场

抽查了洗涤剂，最终

证实该产品为石油。

但是，可能是受

到情绪的影响，也可

能是一种理解的误

区。几位工作人员无

一愿意在我们的执法现场检查笔录上

签字。包河区环保局监察科陆俊告诉

记者，从抽查情况看，这家干洗店排污

情况比较规范，也没有现场查处违规的

污染物，达不到处罚的条件。

在回来的路上，他的同事刘仲书笑

着告诉记者，去年一年他们接到投诉

1017起，平均一天要去5个现场，偶尔也

会遇到不太配合的、甚至是谎报的，但

总的来说，值得欣慰的是合肥市民已经

有了环保的理念。

记者 何曙光

记者手记：如今已经到了环保时代，每

一个人都应该融入进来。当了一天的

环保人，从接听热线，到参与执法，无

论是接听12369的工作人员，还是环

保执法人员，忙碌，总在陪伴着他们。

我要说的是，换位思考，我们需要彼此

的宽容、理解、信任和支持。若期盼天

蓝蓝，水绿绿，若想畅饮甘泉，若想与

山比寿。那请做好自己，无论是谁！

若不，那就是在坑自己，坑后人。

体验岗位：环保员
体验时间：2011年11月4日
体验地点：合肥市环保局 记者手记：半天的体验，让记者真正的体

会到消防战士的枯燥和辛苦。每天不出

警时，除了训练还是训练；出警时，面对的

是随时可能危及生命的险情，然而作为一

名消防战士，又得时刻冲在最前面。他们

与死神的周旋让我们动容，他们面对危险

奋不顾身的精神，源自于对生命的尊重。

在第20个“119”消防日来临之际，记者想

通过笔墨向广大的消防官兵说一句——

你们辛苦啦!

··体验体验

图中左为本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