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 8月 19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李志廷 版式设计：陈 丽 0505一线调查一线调查

初秋的同心县山区阳光
依旧炽热，这给供电工作带来
了新的挑战。但国网宁夏电
力有限公司同心县供电公司
窑山供电所的员工们不畏酷
暑，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坚守
岗位守护着山区群众的万家
灯火。

点多、面广、山村居多是
窑山供电所服务区域的典型
特征。辖区供电面积 525.9平
方公里，担负着 8 个行政村、
1600多户、7200余人的供电服
务任务，所管辖的 4条供电线
路总里程 180公里，供电所距
离最远的供电线路及村庄有
70公里。

8月 13日午后，供电所工
作人员王东接到王家海子村
车道岭自然村农户杨正全打
来的电话，称家里突然没电
了，但电卡余额显示还有 105
元。杨正全的家距离末端线
路 512窑黄线不远，正好结合
线路巡视，可以既巡查了 10kV
线路，又能解决杨正全家的用
电问题。王东的想法获得所
长张宏的支持。

制定好相应的计划措施
后，王东和同事刘向春准备了
必要的检修工具，带上水壶和
简便的食物以及防暑物品出发
了，记者也随行前往。即使已

立秋，但高温的炙烤仍无处不在。随着一行人
步步深入，太阳的炙烤变得更加强烈，每一步都
能感受到地面反射回来的热浪，并且可以清晰
地看到远处的景物在热浪中扭曲变形。

电杆在烈日下的温度超过了 50摄氏度，王
东用戴着薄绝缘手套的手轻触电杆，那股烫手
的感觉依然强烈。工作服很快在高温下被汗水
湿透，紧贴在身上，仿佛成了第二层皮肤。

汗水沿着额头流下，滴落在滚烫的电杆上，
瞬间蒸发。在检查完一个电杆后，王东拿出随
身携带的水壶大口地喝水，试图缓解燥热。刘
向春则拿出矿泉水瓶，打湿毛巾，擦拭着脸上的
汗水。尽管疲惫，但他们依然加紧脚步，仔细地
检查着每一根电杆，不遗漏每一个可能的隐
患点。

512窑黄线的巡检点完成，并确认线路无异
常后，王东和刘向春赶往杨正全家。杨正全的
老父亲看到王东和刘向春开心地对记者说：“他
们常下来，解决用电的事麻利得很。”经过认真
检查，发现是保险丝烧断了。王东迅速更换了
保险丝。细心的他们还为杨正全家安装了新的
漏电保护装置，并教会杨正全如何使用手机微
信购电，不必再跑到远处的集市上购电。

今年 52岁的王东是窑山供电所 10名员工
中的资深员工，自 1990 年进入窑山供电所以
来，一直负责辖区的巡线、维护及供电服务工
作。34年来，王东累计巡线总里程超过 4万公
里。“走的路可以绕地球赤道一圈，但这一圈都
是在窑山服务群众的路上。”王东诙谐地说。
今年夏季，窑山高温和雷雨天气频繁，这给巡
线工作增加了难度。但王东和同事们依然坚
持定期巡检，确保供电线路的安全稳定。王东
说：“天气变化越大，我们越要走出去，保证群众
用电安全可靠，这是我们的使命和职责，不能马
虎了事。”

【体验随感】

万家灯火背后，总有人扛着“光明”默默前
行，不论酷暑，无畏严寒。

王东是一名普通的电力工作者，在信息化高
度发达的当下，他们却用最原始的方法，用脚步
丈量山岗、用脚步跨越荒野，只为将光明送到每
一个需要的角落。

群众有呼，他们必应！致敬，默默奉献的“光
明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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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日下，他们将汗水融入责任与担当
编者按

几场秋雨给闷热的天气带来一丝清凉。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目前虽已立秋，但尚未真正进入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天，对于长期从
事户外作业的工作者来说，烈日炎炎，“烤验”还在继续。连日来，记者先后跟随电力工作者，看他们在 50摄氏度的电线杆上作业；跟随有
12年清扫经验的老环卫工，体会她所扛下的“烤验”和考验；跟随消防检查小队穿行在夜市的烟火气之中，敏锐地捕捉着安全隐患的蛛丝
马迹；在地面温度高达40摄氏度的工作环境中，感受交警在烧烤模式下的坚守……体验他们的体验，致敬平凡而伟大的所有劳动者。

高温天气下，室外工作人员面临着严峻的生理和心理挑战。银
川市金凤区满城北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尹玲建议，劳动者多饮
用淡盐水或含有电解质的饮料，以维持体内水分平衡，避免脱水和
电解质紊乱。此外，高温作业还可能加剧疲劳和困倦，影响工作效
率和安全。用人单位应合理安排作业时间，避免长时间连续作业，
确保劳动者有足够的休息和睡眠。

在高温作业中，劳动者若出现中暑症状，紧急的自救和互救至
关重要。首先，迅速将患者移至阴凉通风处，避免阳光直射。接着，
用冷水或湿毛巾擦拭身体，尤其是头部、颈部、腋下和腹股沟等部
位，以帮助快速散热。若患者意识清醒，可适量给予淡盐水或电解
质饮料，补充流失的水分和盐分。同时，让患者平躺，抬高下肢，以
促进血液回流。

高温下健康防护不可少
本报记者 王雨婷

太阳尽情释放着热
量，几米高的大树只投下
一丝丝阴影。临近下午
1 时，李志琴即将下班，这
时距离她早起上班已经过
去了8个多小时。

8 月 13 日，李志琴又
轮早班。凌晨 4时 30分准
时出门，5时不到，就已经
出现在清扫路段。李志琴
是宁夏二泉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兴庆分公司二班组班
长，这么长的“头衔”她很
难记全，通常她向别人介
绍自己时，会直击重点，自
称“老环卫”。

即便是有着 12年清扫
经验的“老环卫”，对今年

“超长待机”的高温天气也
同样心有余悸。“从 6月中
旬到 8月初，将近 2个月的
时间，每天清扫结束，制服
都全部湿透。最热的那几
天，汗水会顺着头发丝滴
答滴答流个不停。”李志琴
说，今年 7月的热度更胜往
年，“有一次上下午班，1点
到岗开始保洁，刚走了一
会儿，就觉得脚底烫得受
不了，抬脚一看，鞋底的花
纹都烫‘化’了。”

立秋前后的几场大
雨，暂时给天气降了温，但

很快，“秋老虎”又强势来袭。
“按照往年惯例，不到 9月中下旬，天气

凉不下来。”李志琴说，“秋老虎”发威，也能
让人掉层皮。8月 13日上午 11时许，记者跟
随李志琴保洁路面。此时阳光正毒、树荫稀
疏，从友爱路北京路口一路向北，不到 2公里
的路段，单走一趟需要 20分钟，李志琴边走
边清理垃圾，走到终点已过去近 1个小时。

“凌晨 5点到岗后，先对管辖路面进行清扫，
之后就是不间断地保洁。”李志琴说，“我们
走这一趟，只是对非机动车道的保洁，还有
人行道也需要保洁。”

从终点再扫回起点，已过了午饭时间。
记者即使做好了防晒措施，这一趟走下来，
正午的阳光“刺”穿防晒衣，皮肤也被灼得火
辣辣地疼。“再好的防晒装备都‘拯救’不了
我们的皮肤。”李志琴黝黑的手在裤腿上擦
了把汗，她把刚刚清理的垃圾归整到一处，
准备交班。

环卫工人常年在室外作业，对环境的感
知敏于旁人。秋扫落叶冬扫雪，春天敢与风
沙斗——一年之中就有三季要清理大自然
的“馈赠”，而没有风雪又很少落叶的夏季，
却是环卫工人最难熬的季节。

“下午 1点接班后的第一件事，是对机动
车道进行保洁。擦身而过的机动车‘吐’出
的热浪，与炙热的阳光一起，对环卫工人进
行着‘烤’验。”李志琴说，乘车人的不文明行
为也加重了环卫工人的工作量，“车窗抛物
让人无奈，烟头最多，废纸次之，还有空饮料
瓶、冰淇淋纸等。扔在机动车道的垃圾增加
了我们的工作难度，也让正常的道路保洁处
于危险之中。”

【体验随感】

跟随李志琴保洁路面的 2个多小时里，
记者感受最深的，除了高温“烤验”，还有无
处不在的考验：高强度的清扫工作考验他们
的体能，急速驶过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考验
他们的快速反应，随地吐痰、随手抛污的路
人考验他们的耐心……

考验无处不在，我们随手之举却能大大
降低这些考验。

每个人都去体谅和理解环卫工人，垃圾
不落地，城市更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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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3日晚上 7时半，
记者跟随消防检查小队走
进银川市西夏区怀远夜市
时，夕阳半挂在贺兰山的
边缘，整座城市仍热浪
未减。

作为银川市最热门的
旅游打卡地之一，怀远夜
市常年人群熙攘，摊位密
集，如今更是游客到访的
高峰季节，消防压力倍
增。每年这个时节，银川
市消防救援支队西夏大队
都会组织检查和执法队伍，
进行每日的例行巡查。

负责当日检查的是西
夏大队的一支中队。在班
长王鹏的带领下，4位中队
成员集中在怀远夜市入口
处的街角，排成一列。微风
如许，却并未带来凉爽，空
气仍旧闷热。游客大多身
穿短袖，而所有消防检查人
员均一丝不苟地身着亮橙
色制服，戴着消防头盔。

“我们的巡查区域不仅
仅是在怀远夜市内部，还包
括附近的宁阳广场负一层
美食区，以及烧烤店铺集中
的红酒街，整个巡查行程来
回约 5 公里，耗时约 1 小
时。”王鹏向记者介绍，穿这
样一身制服进入美食街区

检查，一路上既有人来人往，也有热锅热油，
烟火气来回一蒸腾，可谓“热”闹非凡。“现在
还算好，在夏天最热的时候，检查刚刚开始，
身上穿的背心就湿透了。不过如今我们已经
习惯了。”

夜市之“火”使人躁动，面对热闹背后的
安全隐患，这支队伍没有丝毫松懈。进入怀
远夜市后，他们随机抽选几家摊位，仔细检查
易燃油品食材是否远离火源、灭火器以及室
内软管卷盘等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用火
用电情况是否符合规范、排油排烟管道是否
按有关规定进行专业清洗……

在一家售卖无骨鸡爪的露天摊位前，队
员上前询问：“老板，您知道店里的灭火器怎
么用吗？”“知道呀，一拔、二握、三压、四准。
一拔，指的是拔掉保险销……”问答之间，队
员的后颈已经堆积起细密汗水，但仍然耐心
地听完店主的回答，并手把手演示了一遍如
何实际操作灭火器，且反复叮嘱注意事项。

怀远夜市北面是宁阳广场，其商厦负一
层的美食区同样人声鼎沸。由于地形错综曲
折，商铺间距小，用火用电情况复杂，这里的
消防检查压力很大。中队成员深入到各个角
落，确保消防通道畅通无阻，并检查沿途的灭
火设备是否管理得当。路过防火卷帘控制
器，队员亲自上手操作，看着卷帘缓缓落下。

“这些地方一旦出现问题，后果不堪设想，所
以我们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夜色渐深，怀远夜市及周边区域的人流
量只增不减。终于完成当日巡查工作的中队
成员开始列队返回。“秋天到了，我们希望温
度能早点降下来，让巡查工作轻松些，但我们
最希望的是，消除辖区内的消防隐患，让百姓
都能安居乐业，安全无忧地享受人间烟火
气。”王鹏说。

【体验随感】

跟随西夏大队的消防员进行夜市巡查，
记者发现他们面临着天气之“火”与夜市之

“火”的双重考验：天气的闷热，考验着消防员
的体力与韧性；夜市的火爆，考验着消防员发
现安全隐患并协助整改的专业能力。天已立
秋，最难耐的高温天气即将过去，但无论春夏
秋冬，宁夏的基层消防工作者始终守在一线，
为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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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伏以来，银川市持续高温，城市道路交通安
全面临“大考”。市区每天高峰时段的路面温度均
在 40摄氏度以上，在烧烤模式下，交警们依然在路
面上坚守岗位，维持交通秩序。

“叔叔您好，电动自行车只允许搭载一名 12岁
以上人员，您的车一下带了两个孩子，太危险了。”
8月 13日 9时，在银川市兴庆区宝湖路民族街路口
执勤点，银川市公安局交警分局兴庆区交警一大
队民警吴莎莎对一位接送孩子的老人说。当日刚
刚到岗，她便发现了一起电动自行车违法载人的
典型案例。“天气太热，不少市民选择骑电动自行
车出行。为确保他们的安全，我们也会在执勤过
程中加大查处力度，但一般都以劝导为主。”吴莎
莎告诉记者。

作为指挥中心民警，吴莎莎除了负责整体的
调度工作以外，还需要随着大队成立的“最小作战
单元”在辖区上海路—凤凰街、六盘山路—凤凰街、
解放路—中山街、宝湖路—民族街等几个重点路口
对三轮电动车、四轮电动车进行摸排登记和劝导教
育，纠正驾驶人的交通陋习，并严查过往电动自行
车、摩托车及载货汽车存在的显性违法行为，提高
群众交通安全意识，杜绝潜在的交通安全隐患。当
日清晨，“最小作战单元”的民警和辅警们在大队集
合，做好准备后即刻出发前往路面。

10时30分，晨间短暂的清凉早已消失，气温渐
渐升高。路口不少来往的市民“全副武装”，撑起
遮阳伞，戴上防护手套、口罩、墨镜。宝湖路—民
族街路口当日的固定岗民警马琴琴依然坚守岗
位，尽管她的脸上已经挂满了汗珠。“固定岗民警
一般执勤 40分钟可休息 15分钟，但在休息期间群
众如果有需要，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提供帮助。”马
琴琴说，高温天气，车辆容易爆胎，行人容易中暑，
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状况，这时候处于“第一现

场”的执勤民警就至关重要。
“已经劝导了 40名双人骑乘电动自行车的危险行为。”截至

11时 45分，当日执勤组的负责民警张宏罗告诉记者。中午时分，不
少路段路面温度飙升至 50摄氏度以上，“最小作战单元”仍旧“步履
不停”，赶赴下一个路口。

【体验随感】

记者 8月 13日上午在银川市兴庆区宝湖路—民族街路口随警
采访 2小时，下午又“转战”上海路—凤凰街路口体验 2小时。说是

“体验”，也只是在旁观察，实则并未真正体会到全部的工作。交警
执勤不是简单地“站着”，而是要守护每个路口的安全。行人晕倒
了、小孩或者老人迷路了、车辆爆胎了……这些事情每天都可能发
生在路口。“秋老虎”仍在发威，冷静地指挥、查处，暖心地护送、守
护，交警的“温度”在这两者之间不停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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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3日，“最小作战单元”民警在银川市上海路—凤凰街路
口查处交通违法行为。 本报记者 陈思 摄

消防员检查商铺的灭火器能否正常使用。
本报记者 王雨婷 摄

李志琴在清扫绿化带中的垃圾。
本报记者 秦磊 摄

宁夏气候中心首席专家王素艳说，目前虽然立秋节气已过，但
是在气象学意义上还没有真正入秋。气象学入秋标准是：连续 5天
的日平均气温在 22℃以下才算真正进入秋天。宁夏中北部常年入
秋时间在 8月中下旬；银川常年入秋时间在 8月 17日。不过随着气
候变暖，入秋时间有推迟趋势，2018年，银川的入秋时间是8月31日，
是有气象记录以来最迟拥抱秋天的年份。近日的几轮雨水让久违
的凉意显现，但“秋老虎”依然没有真正离去，想要搭上开往秋天的
列车还需再等等。

“秋高气爽”还需时日
本报记者 鲁延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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