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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齐 放
实 习 生 李博昊

崇山峻岭，漫山红遍，大好
河山尽收眼底；蓝天白云，赏心
悦目……昔日单调的涵洞有了

“色彩”。3月25日下午，记者在
郾城区龙城镇十五里店村通往仲
李村的孟平铁路涵洞处，看到多
名施工人员正在美化涵洞。

记者看到，进入涵洞的坡道
墙壁，有的已经绘制上精美图
画，有的正在绘制。五彩斑斓的
图案，大多是山水风景画。两名
手绘师，正在涵洞坡道墙壁上，
认真勾勒图画的线条轮廓。在他
们的妙笔下，原本单调的白色墙
壁，变成了一面面主题各异、形
象生动的文化墙，成为农村道路
上独特的风景，让人们感受到了
浓厚的文化气息。

涵洞里面，两边的墙壁底色
被涂成天蓝色，然后施工人员把
制作好的宣传板粘贴上去。宣传

板的内容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涵洞顶部，也有施工人员在
喷绘美化。在他们的精心设计
下，涵洞顶部有了蓝天白云，让
人感觉涵洞有了生气和活力。

“墙上以前有乱贴乱画现
象，现在绘制和张贴这么多传递
正能量的内容，让人感觉美丽的
同时，也学到很多东西。”涵洞
旧貌换新颜，变成了一道亮丽风
景线。一幅幅生动形象、图文并

茂的宣传画引人入胜，吸引了附
近居民驻足围观。

仲李村村民常先生说，涵洞
得到美化的同时，也让人们接受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熏陶。

负责涵洞美化的施工方负责
人陈先生表示，涵洞美化是我市
农村公路实施绿化、美化、亮化
工作的一部分。未来，农村道路
将变得更加美丽，乡村也将变得
更加美丽、宜居。

□文/图 本报记者 杨 旭

地下管道是城市基础设施的
重要组成部分。它若不通，道路
就容易积水、内涝。

汛期到来之前，清淤工迎来
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他们每天
忍受恶臭穿梭在窨井之间，用辛
苦换来地下管网的通畅。

工作又脏又累
有时还要下井

几天前，在市区辽河路与崂
山路交叉口附近，记者见到了清
淤工赵卓聪和他的4位工友。虽
然只是上午8点10分，但他们已
经早早开工。

离窨井还有一段距离，记者
就闻到了阵阵刺鼻的臭味。

一个窨井旁，两位清淤工正
用掏挖工具弄碎污水中的泥浆
块。他们的衣服和鞋子上，沾了
不少污渍。

“污水里什么乱七八糟的东
西都有，臭味就是这些东西发酵
产生的。”赵卓聪说。

除了脏，清淤工作还很累。
一铁锹一铁锹地从污水中清理垃
圾，用了大约半小时，窨井旁的
推车就堆满了垃圾。随后，清淤
工将垃圾倒入运输车，一个窨井
的清理工作宣告完毕。

别看只是一些简单的动作，
每个掏挖工具都有十几斤重，用
起来很费劲。

记者学习清淤工的动作清理
垃圾，不到5分钟，累得气喘吁
吁。

沿着市区主干道一个一个地
清理窨井，赵卓聪和工友们一天
大概可以清理30个到40个。

清淤工作的难度不只在于又
脏又累，有时他们甚至需要跳入
污水中。

清淤工蒋遂坡告诉记者，去
年在市区祁山路，他就曾在没过

胸口的污水中进行人工疏挖。
“当时一个窨井连接的管道

里满是水泥和石膏，在井上用掏
挖工具根本清理不了。”蒋遂坡
告诉记者。

那天，蒋遂坡在井下挖了两
个多小时，在井上工友的配合
下，清理出 14袋堵塞物。从井
下出来时，他已经浑身湿透，近
乎虚脱。

“有的工地把建筑垃圾往窨
井里倒，堵住了管道，弄得一下
雨路面就积水。”蒋遂坡说，地
下管道通不通关系着千家万户，
希望大家都能爱护它。

获得更多尊重
辛苦但有价值

干着这样一份常人眼中并不
体面的工作，原以为清淤工会有
份不错的收入。但是，在交谈
中，记者了解到他们的工资按天
计算，一天的酬劳是100元，并
不算高。

清淤工邵新民来自郾城区孟
庙镇蒋堂村。今年 60 岁的他，
干清淤工作已有6年时间。

说起为何坚持了6年，邵新
民表示自己刚开始也不适应，但
慢慢地就习惯了。

“俺是农村人，从小生活条
件就不好，吃点苦没啥。此外，
家里有8亩地需要打理，清淤这
活不用每天都干，比较适合我的
情况。”邵新民说，“说实在的，
干啥活都不容易，既然干了，就
要干好。”

近年来，随着创文、创卫工
作的开展，城市正在变得越来越
美，市民素质也显著提高。

记者了解到，对于清淤工来
说，越来越多的尊重，也是他们
坚持的动力之一。

“记得几年前我刚开始干这
活的时候，市民都绕着我们走，
嫌我们脏。现在看见我们在路边
忙，不少商户主动送上茶水，让
我们觉得这活干得有意义。”清
淤工赵秀山说。

当天，记者采访的5位清淤
工，大多干了5年以上。除赵卓
聪不到 40岁之外，其他人的年
龄都在 50 岁至 60 岁之间。如
今，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干这活，
这让他们有些担忧。

“年轻人文化程度高，不愿
意干清淤这种苦差事。可等老师
傅们干不动了，谁来接替他们
呢？”赵卓聪说，“听说有的城市
用机械清淤，希望我的担忧是多
余的。”

清淤工：一人脏换来万家净

清淤清淤。。

涵洞披彩妆 变成风景线

涵洞坡道墙壁上的美丽图画涵洞坡道墙壁上的美丽图画。。

□文/图 本报记者 杨 淇

57 岁的张自安，是临
颍县杜曲镇东徐庄村人。

虽 然 是 肢 体 残 疾 三
级，但是张自安一直积极
乐观地面对生活，刻苦认
真 地 学 习 技 艺 ， 自 立 自
强。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他 还 不 忘 帮 助 他 人 。 近
日，记者采访了张自安。

自尊自爱 自立自强

一 出 生 就 双 脚 残 疾 、
行走困难，但张自安从小
就不服输。

8岁的时候，看到同龄
的伙伴们都上了学，他不
顾父母的劝阻和担心，坚
决要求上学。上学期间，
相比别人，他总是提前从
家出发，一步步艰难地挪
到学校上课。从小学到高
中，张自安学习刻苦、品
学兼优，连年被评为“三
好学生”。

“高中毕业后，虽然没
有考上大学，但是我没有
气馁。我相信，凭着自尊
自爱，我能走出一条自立
自强的人生道路。”张自安
告诉记者。

经过考察，张自安决
定学习电器维修这门技术。

“当时，我是在报纸上
看到了学习电器维修的函
授班。随后，我就报名参
加了学习班。”张自安说，
学习班寄来教材，他就认
真地通过自学的方式学习。

“那个时候的学习条件
还是挺艰苦的，但是，我
觉得凡事只要相信自己就
一定能行。”张自安告诉记
者，学习期间，他刻苦认
真，并勤于动手。当时，
他 的 学 习 成 绩 和 维 修 技
术，在学员中名列前茅。

免费收徒 传授技艺

掌握了一定的维修技
术后，张自安开始走村入
户上门维修电器。

1 元、5 元、10 元……
之后，他用多年积攒下来
的钱，在临颍县城盖了一
间房屋，办起了电器维修
店。1995 年，他在临颍县
城 开 办 了 一 家 电 器 修 理
部，并不断扩大业务范围。

如 今 ， 经 过 多 年 努
力，他的电器修理部逐渐

发展壮大为一个集电器维
修、批发零售小家电和电
子元器件为一体的综合性
商场。张自安以不怕苦不
怕累、相信自己的精神收
获了事业的成功。

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的 同 时 ， 他 不 忘 帮 助 他
人，奉献社会。

1992 年，张自安开始
免费收徒弟。

“我收的徒弟基本上都
是残疾人。免费教会他们
这样一门技术，可以让他
们有维持生活的能力。”张
自安说。

从 1992 年至今，张自
安 已 经 教 了 五 六 十 名 徒
弟。这些徒弟，很多是慕
名而来。如今，张自安的
很多徒弟，也开起了自己
的电器维修店。

“如果不是跟着师傅学
习了维修电器这门手艺，
我们可能连生活来源都没
有。师傅对我们的帮助，
一辈子也不会忘。”张自安
的徒弟翟明磊说。

现在，张自安把全方
位的售后服务作为回报社
会的基本平台：凡是他商
场卖出的家电，他都免费
维修，甚至赔出配件的费
用。有的老年人和贫困村
民来修电器，张自安常会
提供免费服务。

平时，张自安还会和
临颍县残联的工作人员一
起去慰问残疾人，对困难
的残疾人进行帮助。

“今后我还会继续学习
维修技术，跟上时代发展
的步伐，特别是一些新的
电器维修技术，这样才能
更好地为他人服务。”张自
安说。

张自安乐观面对生活

学习技艺 奉献社会

张自安张自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