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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员]

走近高温下的滨江建设者

烈日炎炎下一颗不变的匠心
出了龙耀路地铁站，那

里原本是一处建筑工地。
这几日，工地围墙拆除，透
出了一片宽敞的公共绿地。

午后的室外像滋滋冒
着热气的烤箱，烈日下，每
隔几米就可见一位顶着安
全帽的建筑工人，在为徐
汇滨江跑道公园（黄石路
到龙耀路段）的打通做最
后的努力。

近日，青年报记者走近
了这一批为徐汇滨江建设
做出贡献的可敬可爱的城
市建设者，直击他们烈日炎
炎下一颗不变的匠心。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日前，记者前往位于云锦路黄石
路附近的跑道公园工地。不远处的
桥面上，工人陈师傅和施师傅正在合
力搬起沉甸甸的钢板，将它们摆放到
合适的位置。

“一二三！一二三！”施师傅和陈
师傅搭档，缓缓挪作脚步，不多久汗
珠就沁了出来。这样的劳作对于他
们来说属于家常便饭，但在火辣辣的
阳光直射下却更显不易。几个小时
后，原本“裸奔”的桥面上有了崭新的

“面子”。木工施师傅是名60后，在
徐汇滨江已经干了2年有余，劳作之
后，他用毛巾擦了擦汗，如释重负般
喘了口气：又一个活成功完结。

绕过这座桥，深入一处泥地，挖
掘机发出“突突突”的声音，将泥土搅
松。而一旁的工人们正忙得热火朝
天，争相用铁锹将搅松的泥土整平，在
上面铺设一块块草皮，再悉心浇水。

年近六旬的王师傅也许是工地
里年龄最大的工人了，但他干活的劲

道依然不输给年轻人，放下整草坪的
工具，戴着安全帽的他憨厚地笑了
笑，“没事，我这把年纪了，经晒。我
什么活都干，技术么，比他们年轻人
稍许高一点。”

这位老工人的大儿子和小孙子
均在嘉定干活。让老人欣慰的是，趁
着周末时分，小孙子还专程抽空到工
地来看望他，成为炎炎夏日里心头的
一丝清凉。闲聊中，他还提及了自己
在南京读大学的大孙子，言语中透着
骄傲。

“这两天，滨江建设者之家的工
作人员给我们送来了绿豆、风油精等
防暑用品。我们干完活就会去建设
者之家孵空调。”老王来工地已有四
五个月了，他说自己至少还要待到秋
收时分，再回安徽老家务农。

1997年出生的小工梁达站在老
王身边，俨然他的孙辈。梁达身形瘦
弱，来自广西一个边远的贫困山村。
小伙子顶着湿毛巾，戴上草帽，让人

不免联想到达人秀里那个跳《稻草人
之恋》一炮走红的广西男孩卓君。

这并非梁达的第一份工作，初中
毕业那年，当很多上海学生还在继续
求学的时候，他就和村里的老乡们一
起四处打工。今年刚过完年，他就来
到这个工地。“这是我们集团和广西
边远地区的扶贫项目，这次吸纳了不
少广西工人过来。小梁和另一位小
伙是这批中最年轻的。”建工集团上
海园林绿化建设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陈永梁解释说。

梁达的工种是水电工，主要从事
的是景观水电安装。这也是他第一
次当水电工。记者见到他时，他正认
真地通过穿线器，将电线穿入地下。

“这两天我们的工作时间进行了调整，
变更为早上6点到10点，下午3点到
晚上6点，这两天，晚上会有加班。”

待记者要细问，他就被其他工人
喊走了。“对不起，干活去了。我很忙
的！”

工期很紧管理很严
建设者之家清凉不断

在这个行业做了20年的项目经

理陈永梁已经在徐汇滨江扎根多年，

是名资深管理人员。他介绍说，今年

6 月30 日，跑道公园（丰谷路到龙兰

路段）对外开放，7 月18 日其黄石路

到龙耀路段也将施工结束对外开

放。“这两天，我们在抓紧做围墙拆除

后的收边，将碎砖敲除，铺设花岗岩，

临边种植苗木，铺设草皮等。”

作为管理人员，每天陈永梁忙于

奔波于各个工地，检查工人们的施工

进展，和建设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

位、四大管线单位、交警、路政部门等

沟通，协调各种工作。

他管理的跑道公园丰谷路到龙

水南路段长约1.7公里，这个路段他

不知道要往返多少次。作为管理人

员，陈永梁也非常体恤工人的辛苦。

“最近天气炎热，我让他们尽量劳逸

结合，注意防暑降温，白天工作强度

很大，晚上我们保证房间内有空调，

让他们休息好。平时提供足够的大

麦茶。这两天是赶工的特殊阶段，再

往后我们会安排工人下午三四点钟

再开始下午的工作，避开毒日。”

一直以来，滨江建设者之家的

“大管家”、党支部书记蔡莉萌被大

家亲切地称为“宝宝阿姨”。这些

天，“宝宝阿姨”异常忙碌，她和几位

年轻的社工奔波在工地第一线，通

过街道工会为工人们募集了2500份

夏日礼品（含毛巾、肥皂、绿豆、风油

精等）。

“6 月 28 日的主题活动，我们为

380位建设者送去了演出。考虑到工

人施工非常辛苦，夜以继日战高温，

这两天我们又慰问了70位滨水区域

贯通的建设者。”作为一名老党员，

“宝宝阿姨”认为这些建设者的精神

相当宝贵。“这么热的天，为了早点完

成任务，他们无怨无悔地站在第一

线。说实话，大热天，有的人给钱也

不干，谁不想在空调间休息。真的应

该给他们点赞。”

一路前行，折回到地铁3号出口
附近，记者发现几位木建工在自己的

“势力范围”内埋头铺设大理石。41
岁的桂国红是木建工班组的班长，已
经被晒得红里透黑的他看上去精神
不错，心态也非常好，说起话来中气
十足。沿途已经成型的两间休息亭
和一间厕所是他和其他工人们花费
两三个月搭建而成的心血，一砖一瓦
皆是亲力亲为。

这几日，施工围墙已然拆除，在
进行收边工作，桂国红和另外几位工
人的工作重心也转移到了铺设沿街
的大理石上。这位身体壮实的班长
干起活来雷厉风行，平均一个小时的
铺装速度可以达到三四个平方。

当记者拿他开玩笑，说他被晒成
了“非洲人”，他爽快地说，“没事，现
在不是流行小麦色么。”

桂国红透露说，他有自己的一套
避暑和减压的秘诀，譬如清晨尽量早
点出来干活，吃好饭后躲在空调间休

息，晚上收工后到建设者之家看看节
目和演出，一天的劳累便一扫而光。

“我喜欢唱歌，最喜欢刘德华的歌，有
时候特别想家的时候我会唱华仔的
《爱你一万年》。”

这位“阳光班长”吐露说，儿子和
老婆在老家，他只身一人来上海打
工。现在 16 岁的儿子在老家读高
中，最近在补课，等过些日子会趁着
暑假到上海来和他团聚。

详聊之后，记者方得知桂国红早
在1998年就到上海打工了，曾亲眼
见证了莘庄老城区的变迁。在上海
工作生活了近20年，这位新上海人
已经将这里当成了第二个故乡。

“一个班有十几个人，他管理得
井井有条。他自己的活也做得很不
错，大理石铺得很工整。所以，我就
将他长期留用下来了。”项目经理陈
永梁透露说，自己从一众工人中一眼
就识中了他。

建设者之家的底楼搭建起了一

个硕大无比的遮阳棚，下午五六点，
提前收工的工人们打着赤膊，喝着凉
水，在那里聊天、看电视。

其中，穿着白色T恤，脚踩白色
时尚船鞋，打扮很潮的年轻工人何涛
显得十分“另类”。今年28岁的何涛
做的是木工，此时此刻，他正专注地
为手机充电，刷着最新的资讯。

在建设者之家，他最喜欢做的
是上网，和四川老家的家人视频聊
天，“见一见”心心念念的宝贝儿子
和老婆。现在的何涛是家里的顶梁
柱，54岁的父亲在家务农，太太在老
家带孩子，家里的生活来源都靠他
一人。

和桂国红一样，机灵的何涛也
采取了错时工作的方式。为了避毒
日，最近每天清晨4点半天还未亮他
就去干活，到早上9点半下班，回去
睡个回笼觉。到了下午2点半再开
始下午的工作，加班干到晚上七八
点。

老中青搭档，三代人为同一片工地劳作

错时工作避暑，一边干活一边唱刘德华的歌

烈日下，每隔几米就可见建筑工人，在为徐汇滨江跑道公园（黄石路到龙耀路段）的打通做最后的努力。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