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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下，，炙烤模式炙烤模式
他们用汗水诠释担当他们用汗水诠释担当

“机坪五分钟，出汗两小时”
记者 李垚

“稍不留神就被暴晒的钢筋烫伤”
通讯员 边步荣 实习生 李子涵

一天换3套工作服
通讯员 李庚

烈日下与时间赛跑
王槐艾

60℃球罐里的“汗”卫者
记者 徐嵋 通讯员 解小燕 樊晓辉

明斗烈日 暗战热暑

隧道施工的“暗火两重天”
记者 鲍晶 通讯员 孙逸飞 实习生 李子涵

筑牢迎峰度夏电力筑牢迎峰度夏电力““保供网保供网””

飞机即将起飞，飞机维修师汪云帆站在热浪中进行最后一步工作。

冷却15分钟后的发动机出口温度还保持在166℃，飞机维修
师许政正在按要求对飞机进行检查。

灌下满满一大杯凉白
开，是高温下建设者们最
畅快的时刻。

厚厚的棉线手套，也抵不住烈日下钢筋的温度。在地下车站主体施工区域，工人们正挥汗如雨地焊接钢筋。

为保障迎峰度夏期间电力可靠供应，江苏电力工匠全力以赴，24小时坚守在一线。
图①②①②：国网南京市溧水区供电公司带电作业人员在溧水10千伏渔歌线渔洪联络支线89号杆进行不停电线路改接；

国网南京高淳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在35千伏城北变开展熄灯巡视。 杜懿 摄
图③④③④：国网江苏电科院专业人员在江苏220千伏变电站，利用自主研发的一体式变压器智能综合试验仪加快变压器

检修进度，检修效率提高3倍以上；同时，在城市地下，一场对全省高压电缆的带电检测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 江艺 摄

南京公交浦口客运公司江浦客运站的保
修车间内，修理工正在几乎不透风的地沟里
检查车辆。 王梅 摄

正午时分，外卖骑手顶着烈日送
餐。 张旭 摄

7月12日，在泗洪县重点工程——城北高
中项目建设工地现场，工人们被晒得黝黑，忙
得汗流浃背。 陈玉 摄

泗阳二站加固改造工程的机组安装人员，
冒着近40℃的高温，齐心协力抢装大型抽水机
组。 姚雪枫 杨模 摄

7月12日以来，江苏连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多地开启了多年难遇的“炙烤模式”。热气蒸腾中，炎炎烈日下，重点工程和重大项目建设者、电力工匠、快递小
哥、外卖骑手、民航机务人员、环卫工人等特殊行业劳动者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无惧“烤”验，挥汗如雨。他们用汗水和付出，书写劳动之美，诠释责任担当。

连日来，本报记者深入一线，用文字和镜头记录这些被汗水浇湿的面孔，致敬高温红色预警下坚守的劳动者！

一边是闷热昏暗的隧道掘进现场，一
边是脚踩滚烫水泥板背对烈日暴晒的隧
道顶部防水施工……7月13日，记者来到
南京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126省道改扩
建工程现场，在马家店隧道的两处施工现
场体验了战高温的“暗火两重天。”

126省道南京段起自南京绕城公路
铁心桥服务区西侧，止于江宁丹阳镇附近
苏皖省界，全长约40公里，是南京禄口国
际机场主要集疏运通道，也是南京联系皖
东南地区的重要省际通道，目前工程已进
展到下穿牛首山的隧道施工段。

上午9时许，记者来到位于牛首山北
坡的马家店隧道口，外面正是阳光耀眼，
一走进隧道，迎面瞬间一片黑暗，还未等
眼睛适应环境，滚滚热浪裹挟着粉尘就迎
面扑来，耳边是隧道深处不断传来的机械
轰鸣、换气鼓风机持续震响。在隧道断
面，记者看到凿岩机伸出长长的机械臂，

顶端的
钢凿“突突
突”不停地
在 岩 壁 作
业，粉尘四溅，不时有岩石成小片落下，被
工人清走。

由于隧道内相对密闭，大功率机械以
及掘进面摩擦产生的热量不易散发，40
多度的高温下，现场人员早已汗流满面，
粉尘粘在脸上，又被汗珠冲得一道一道
的。工人们穿戴安全帽、工作服、防尘口
罩、手套，全副武装，在闷热、高湿、空气不
畅的特殊工作环境中战斗着，如同“蒸桑

拿”一般。在里面待久了，工作服上都结
满了盐渍，还发出沤抹布的味道。

工间休息时，操作员刘光的衣服已经
湿得能拧出水来。在隧道口的凉棚下，项
目组准备了绿豆汤、矿泉水、藿香正气水
等防暑饮品，刘光痛快灌下了一杯绿豆
汤。“我每天至少要喝掉三升水。即便
如此，工作时间也很少想要上厕所，应
该是水分基本都流汗流掉了。”

还没完全从隧道暗挖段的闷热中
缓过劲，记者又来到牛首山背后马家店
隧道的明挖段，很快进入了另一种“烧
烤”模式。

所谓明挖，是在地面先挖出一
个大坑，完成坑底铺设钢筋，浇筑

混凝土后，再将建好的隧道
顶部用土回填。目前，这里
的混凝土浇筑已经结束，正
在进行隧道顶面和层面的防
水施工。隧道顶部整个作业
现场大约 150 米长，20 米

宽，没有任何的遮蔽，太阳火辣辣倾泻下
来，入目的一切白得晃眼，地面和所有钢
结构都烫得让人不敢触碰。

工地的一侧，几个工人正把一卷卷厚
重的黑色防水卷材扛在肩头，在十几米高
的钢筋笼里弯折几个向上的来回后，送到
隧道的顶部。正在摊铺的工人们则在烈
日下，将一桶桶温度高达150℃~170℃的
沥青倒在顶板上，手拿刷子弯腰将液态的

沥青快速刷均匀，再把防水卷材铺在上
面。

在126省道改扩建工程二部部长戴
渊的带领下，记者试着走近已经铺好材料
的区域，一踏上黑色的卷材，热浪就灼烫
着脚底板，不禁深吸了一口气，缩回了脚，
同时又有种喘不上气的感觉，混杂着沥青
味道的灼热呛进口鼻，让人呼吸不畅；滚
烫的空气挤压着全身的每个毛孔，汗水流
淌出来，脸上的汗顺着下巴滴落到地上，
又瞬间蒸发。“这是工地上最热的岗位之
一，现场地面温度平均在60℃以上，好似
大型‘铁板烧’。即便工人们穿了特制的
厚底鞋，平均一个星期就被烫坏一双鞋。
沥青的温度很高，在弯腰涂刷沥青的过程
中，人脸还要接受150℃左右热浪的烘
烤。”戴渊用手甩了一把额头的汗说道。

“高温天气是铺摊的黄金时机，天气
越热，沥青的粘性越大，施工质量就越
好。高温下，我们灵活调整了现场的施工
时间，上午工作时间为6~10点，下午3~7
点，尽量避开中午最热的时段。”126省道
改扩建工程指挥长王鹏告诉记者，为了改
善大家的工作环境，项目现场加强了隧道
通风，指挥部还深入施工现场，组织开展

“送清凉”活动，为“热浪”中的一线施工人
员发放防暑降温物品，叮嘱现场高温作业
注意事项，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和防暑降温
预防工作，确保一线员工的劳动安全和身
体健康。 摄影 许特显

乘坐飞机时，你有没有注意过，飞机开始滑行时，舷窗外总会
有两个身穿反光背心的工作人员挥手向机组和旅客送机，他们就
是保障飞机安全运行的“医生”——机务。

7月中旬以来，南京遭遇持续高温酷暑天气，机务人员就在没
有任何遮挡、地面温度经常超过60℃的机坪上为飞机做着“全身”
检查，航前、短停、航后检查维护，如果遇到故障还需立即排除。
他们顶着烈日的暴晒和热浪的侵袭，奋战在罕见高温的第一线，
只为每架航班的起落安妥。

一个白班至少要在机坪上工作4到5个小时

与飞行员、空姐等旅客看得见的“台前”岗位相比，整天与飞
机“打交道”的机务完全就是一个“幕后”职业，而且工作地点是在
机坪上，工作环境艰苦。

“进入夏天，每天在六七十度的高温下工作是常态。我们每
天一样的工作流程，天气再热，也得一丝不苟完成。”13日中午12
点多，在南京禄口机场T2航站楼213号廊桥，热浪滚滚，身着制服
的许政对飞机进了20分钟的行绕机检查。

当天的地表温度是58℃。看似简单的绕机检查，许政每一个
细节都不放过，不一会儿，他的工作服上就凝结了大片的白色盐
渍。“天气再热，也不能有丝毫的马虎，都是为了确保每个乘客的
安全。”许政说道。

由于疫情影响，虽然旅游行不如以往火热，但是，暑期的航线
正在慢慢回温。采访当天，东航江苏公司计划执行189个航班。
每架短停的航班背后，都需要机务人员持续在炎热的机坪上工作
1个小时左右，若遇航路管制或气候恶劣，短停维护时间将会更
长。一个白班，每位维修人员大约要保障2个航前和2~3个短停。

“我们工作在机坪，大部分旅客可能看不到。虽然不那么光
鲜靓丽，夏季工作环境也非常炎热，但是我们的初心都是一样的，

把活干好、飞机维护好，保证飞机的安全适航，我们就对得起自
己、对得起这份职业。”许政告诉记者。

戴墨镜不是“耍酷”每天微信步数“逆天”

其实，许政的工作日常，是每个东航机务人的一个缩影，为了
安全飞行全力以赴，因为安全永远在路上。每一个通宵排故的夜
班，都是机务工匠精神最真实的写照；每一个烈日炎炎的机坪上
忙碌的身影，体现着机务人对于保障飞行安全的责任与担当。

当记者问起许政如何防病抗暑时，他告诉记者，藿香正气水
这类的防暑物品是工作前必喝的，但他认为最主要的还是靠自己
的身体和意志力去对抗高温。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他笑着
说：“机坪五分钟，出汗两小时。防晒霜对我们而言其实作用不
大。这份工作让我们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

平时，我们看电视剧里的机场工作人员穿着帅气的制服，戴
着一副超酷的墨镜，顿时感觉走起路来“气场两米八”。然而，许
政笑着告诉记者，他们佩戴墨镜不是为了扮酷，而是为了防止得
青光眼。在炎热的天气里，光线通过机坪的地面会反射到人的眼
睛里，时间一长，就容易被灼伤，而得青光眼。

“我们每天微信步数个个差不多几万步。不过，再苦再累，最
开心的还是能做好飞机的‘医生’，让每一个乘客安全、安心。”

从飞机落地前15分钟进入机坪，再到短停检查30~40分钟，
如果遇到雷雨、流控等情况，则需要1~2小时甚至更久，直到飞机
推出并安全滑出才离开停机坪。东航技术江苏分公司航线一车
间党支部书记陈晟说：“在飞机推出前，机务人员时刻处于待命状
态，飞机出现任何问题都要及时上前处理。” 摄影 张旭

室外30多度的高温时，球罐内多少度？“60℃！”江苏
省特检院连云港分院承压三室95后检验员梁威的回答令
人咋舌。

7月12日上午11点，江苏斯尔邦石化有限公司的一
个球罐检验现场，全副武装的梁威刚一出罐，来不及脱下
脏污的防护服，就猛灌了两大瓶水。“就像从沙漠里出来的

一样，”他自己笑着形容，“在里面忙得太专心
了，一上午都没想起来喝水。”

明知户外热，偏向“火山”行！1998年出
生的梁威参加工作刚刚一年，第一次在这样的
高温天参加检验。安全帽、N95口罩、连体防
护服……球罐设备盛装有毒、易燃介质，每次
进入检验都必须全副武装。“30多度的高温天，
穿戴整齐走到球罐下就已经全身湿透了！”检
验员们手脚并用，爬进被烈日暴晒许久的“蒸
笼”里面，仔细地检查着罐体钢板与焊缝的质
量，不放过任何一点细小的裂纹。

举着沉重的磁粉机，还要不停地喷磁悬液
检测，半天下来，手臂都快抬不起来了。操作

时，经常要蹲在脚手架上，时间长了，膝盖也难以承受。在
温度高达60℃的球罐里，检验员们重复着这样艰难的动
作，豆大的汗珠顺着额头、眼镜、脖子不断滴落。年逾五旬
的朱孔贵是科室里年纪最大的，他膝盖肿胀不能弯曲，却
还是坚持进了球罐，承担起安全监护的责任。

从罐体上下来时，已是下午5点多钟。“球罐检验是户

外作业，夏季温度高，我们只有早开工晚收工，尽量避免中
午11点至下午3点的高温时段作业。热点、晒黑点没关
系，每一个数据都是我们亲自测量的，有这样第一手的数
据，我们才会对检验报告有信心！”省特检院连云港分院承
压三室副主任苏楠子说，由于工期紧，如果避开中午高温
休息，误了工期将给使用单位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大家
只有利用节假日加班加点作业。

检验人员依据法律、法规对施工单位现场组装过程进
行监督检验，严格按照作业指导书对每道工序仔细检查。
除了钻罐内、上罐顶外，还要进行内、外部的母材和焊缝打
磨、测厚、无损探伤、热处理检验、水压及气密试验等几十
道程序，对于不合格之处还要待施工单位返修后重新检
查，完全检验好一台球罐需要一年左右。

“苦累肯定是有的，但干哪一行都有哪一行的辛苦。”
梁威回想起自己第一次爬3000立方米的球罐，有一栋楼
那么高，爬上去腿都软了，如今他对这些已经驾轻就熟。

“特种设备的安全关系着千家万户，既然干了这一行，就要
安心地把工作做好。”这群高温下的“汗”卫者，用自己的苦
累为特种设备安全保驾护航。

高温红色预警来袭，被喻为“与时
间赛跑的小蜜蜂”快递员，却一刻也停
不下来，他们顶烈日、冒酷暑，汗水一遍
遍渗湿衣衫也全然不顾，只为争分夺秒
把一件件物品按时送达客户手中。

“江苏好人”、扬州邮畅物流有限公
司快递员仇俊就是这样的“小蜜蜂”。7
月12日上午11点见到他时，他正在派
送辖区内扬州国联制衣等几家服装厂
的棉花、羽绒等原材料。面对一堆体积
大、重达30公斤的包裹，35岁的仇俊紧
紧抓住包裹两角一跃上肩，稳稳地扛着
向制衣厂的仓库一路小跑，整齐堆放好
后又小跑着回撤，仅一个来回，衣衫的
前胸后背就现出汗渍，脸上更是汗珠直
往下落。可他一点也没有喘口气的意
思，快速而又麻利地接着搬送货物，“一
天2500件左右的快递要送，客户又等
得急，容不得休息，必须与时间赛跑。”

仇俊说，这些天他都是怀揣着霍香

正气水上班，8点准时到岗后，就要像陀
螺一样旋转起来，分拣、派件、分装、装
车、派送，到晚上将近9点才能到家，每
天都是12个多小时的工作时长。中午
12点半在公司食堂匆忙吃口饭，就又得
重复进行分拣、派件、分装、装车、派送
工作。这些天实在热得不行，衣服就没
有干的时候，喝白开水也不能解渴降
温，仇俊就每天晚上在冰箱里冰上几瓶
水，带着冰水上路随时降温解渴。由于
他承包的区域企业多，生产原材料物件
大、重量重，他送过最重的快件达120公
斤；他还曾身背85公斤的物件爬上5
楼；最多时，他一天派送150件大物件。

“做快递员，最重要的是有责任
心。”一次，仇俊在分拣快件时，发现两
件快件贴的是同一单号，多年的工作经
验让他立刻察觉出了问题，果不其然，
发件人将寄往高邮市的10箱货物误打
成同一单号发出，更糟糕的是其余8箱

下落不明。仇俊立刻上报并加班加点
多线路查找，终于找回了货物，帮客户
挽回了2万多元的损失。从事快递工作
9年多来，仇俊累计派送快件62万余
件，揽收包裹10万余件，没有发生一次
差错、一件遗漏。

“时间就是生命”，快递行业拼的就
是一个“快”字，快递员没有节假日，也
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特别是赶上每
年的双11、双12等年货节时，仇俊经常
加班分拣快递到深夜，有时需要通宵达
旦地高强度长时间工作，直至每一辆货
运车安全发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扬州恒运制衣厂三个分厂全部转产生
产医用外科口罩和防护服。由于跨区
域公路运输几乎中断，企业急需的喷熔
布等生产原料以及成品口罩、防护服等
全部依靠快递物流配送。为了不耽搁
企业生产，只要制衣厂有货到，仇俊就
会在清晨5点多钟到公司，把几十公斤
重的喷熔布等面料，一卷一卷装好，然
后调整投送线路，优先配送这些防疫物
资，基本都是在清晨6点半左右就把货
送到了企业，保证工人一上班就能开足
马力生产。

派送快件，面带笑容；上门收件，微
笑服务。虽然热得满脸通红，仇俊面对
顾客脸上却始终保持微笑。“笑容是他
的工作招牌。”说起仇俊，同事和客户都
为他竖起大拇指。从宽阔的街道，到狭
长的小巷；从一件件包裹的派送，到一
个个物件的揽收。仇俊每天的工作单
调而辛苦，但他却有满满的成就感。这
份成就感来自于客户收件时期待的眼
神和寄件时满满的信任。仇俊说，既然
人们把快递员比喻成“小蜜蜂”，自己干
的就是甜蜜的事业，那就要让服务对象
感受甜蜜而美好。正是基于美好愿景，
仇俊总是与时间赛跑，默默奉献，先后
被评为“江苏省十佳最美快递员”和“江
苏好人”。

7月12日，南京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上午
9点半，室外气温已经达到36℃。还未到正午
最热的时分，但在骄阳炙烤下，翻涌的热气已经
让露天走动的人们汗如雨下。在南京地铁七号
线南湖站的施工现场，记者看到了更加热火朝
天的地铁建设场面。在持续的高温天气下，中
铁七局三公司的150余名工人依旧坚守在各自
的岗位上，有条不紊地开展交叉作业。

露天施工钢筋加工区，是室外作业的场地，
工人们正在火热进行钢筋加工、建材运输等作
业，汗水不断顺着黝黑的脸颊滴落地面。在阳
光的照射下，工人们呼吸间均是起伏的热气。
进行一段时间的施工
后，不少人的喉咙就“干
得像要着火一样”，需要
一边灌水一边擦汗来给
自己“降降温”。

由于天气炎热，钢
筋表面的温度也直线上
升。被暴晒的钢筋表面
温度可达60℃，工人们
稍不留神就会被烫伤。
项目副经理杨云飞告诉
记者，按照作业要求，工
人们需要戴上厚实的手
套进行防护，即便如此，
手握钢筋，依旧觉得热
度滚烫灼人。

露天作业对工人的
体能消耗无疑是巨大

的。戴上手套，穿上长衣长裤，虽然能够避免烫
伤晒伤，但工人们出汗也会更多。“最近天天出
大太阳，手套、衣服就没有干的时候。”一名正在
作业的钢筋工说。

与室外作业区域的暴晒不同，在地铁项目
的地下车站主体结构施工区更多了一种闷热
感。“南湖站是七号线沿线算深的一站。”杨云飞
说。在距离地面20多米深的作业区，记者感受
到了地下暑气蒸腾带来的闷热。虽然能尽量避
免阳光照射，但是不流通的地底热气与电焊等
机械产生的高温，使地下工作环境更让人难以
忍受。在忙碌的施工现场，工人们穿梭于不同
的工作区域，就像置身于桑拿房之中。项目办
公室主任张伟笑着说：“大家在下面穿不住衣
服，即便就戴着安全帽、穿着反光背心，那薄薄
一层也像有千斤重。”没一会儿，记者也已经衣

衫尽湿，比在地面上流了更多的汗。
为应对高温天气，聚力城市建设，施工单位

也采取了各种防暑措施与降温手段，同时对作
业时间进行了灵活调整，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
下午3点最热的时段，选择早晚较为凉爽的时
段进行施工。

记者注意到，工地围挡的墙上也设置了喷
淋装置，定时喷淋进行防尘降温。工地还准备
了盐汽水、绿豆汤、藿香正气水等防暑解暑饮
品，切实保障工人的身体健康。

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享受轨道交通带来
的多样化出行选择，离不开地铁建设者在高温
下的坚守与付出。张伟说：“我们苦一点，但是
大家能更方便，这样我们的工作就是有价值
的。”让市民能够便捷出行，享受凉爽夏日，正是
每一位地铁人内心的火热宣言。 摄影 张旭

下午2点，气温高达38℃。此时，南化公司化工机械厂辅助业务
部热态包扎现场，张刘春正带领班组职工顶着高温，站在罐顶进行保
温棉铺放、包扎工作。汗水如下雨般从他们脸上滴落，工作服也早已
被浸透。小伙伴喊张刘春休息一会，他一边应到“就来、就来”，一边
不停的忙活。

下午3点半，直到包扎工作全部结束，张刘春才停下来。只见他
快步赶回班组，拿起桌上的茶杯，“咕噜咕噜”仰头就将杯中的水喝了
个干净,转身换下湿透的衣服，这已是当天换下的第二套工作服了。

连日来，随着气温不断攀升，热态包扎迎来了最严峻的考验。
4#、5#试验台现场无遮无挡，所有操作都暴露在太阳底下，张刘春带
着当班员工在太阳暴晒下进行体力劳动，汗水混杂着硅酸铝的灰尘，
一天下来能换3套衣服。作为一名党员，张刘春没有喊过一声苦和
累，而是默默发挥着一个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引领身边同事战胜酷
暑，保质保量完成生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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