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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夏日，就准备绿豆汤等消暑饮
品，免费提供给户外工作者——这样的
好事，张文涛老人已经坚持了 15 年，殊

为不易。
高温天气里，坚守岗位的户外工作者

无疑是最可爱的人。他们需要被关注，也
需要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关心关怀。近年
来，各地都在行动，千方百计为他们提供

歇脚纳凉的地方，让人欣慰。
都说做一次好事不难，难的是能够坚

持做好事。张文涛老人的举动之所以感
人，在于他很早就关注到了户外工作者这
个群体，而且持之以恒，乐当这个群体的

“遮阳伞”，持续奉献自己的爱心。
心存善念，多行善举，所有的美好都

将如期而至。做好事不拘形式，献爱心不
拘内容，让我们以张文涛老人为榜样，从
自身做起，多关爱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

爱心贵在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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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上午9时，阴。
祝传法按下开关，手中的焊枪迸出

四射的火花。防护面罩后的那张脸，没过
一会就冒出了豆大的汗珠。他正在为一
个地连墙钢筋笼的吊装入槽，做着最后
的准备。

这里是台州市域铁路S1-S2联络线工
作井的施工现场，也是市域铁路 S2线（下
简称“S2线”）全线贯通的关键点。

一周前，气温快速攀升。S2线土建4标
首幅地连墙在市府大道南侧的金洋湿地内
开工，这意味着工作井全面进入主体围护
结构施工阶段。

“地连墙相当于联络线工作井建设过
程中的‘防护服’，承担着止水、抗压、挡土
等功能。”S2线土建4标项目经理陈春华介
绍，地连墙的施工质量，直接决定了联络线

工作井开挖和结构施工的安全。
地连墙施工的工序繁多，需多工种

紧密配合。其中，钢筋笼就是地连墙的
“骨架”。而高温天里将数十吨大小不一
的钢筋构件焊接成一个钢筋笼，最为

“烤”验人。
从事焊工10多年的祝传法，是工地上

的一名资深“焊”将，同时兼任着钢筋焊接
指导和班组自检工作。

“对着图纸，进行钢筋下料、加工，接下
来就是焊接钢筋笼。”祝传法介绍，最近高
温，钢筋也会被烤得很烫，中午温度最高时
能达到70℃以上，很难上手，所以工作时间
改成了早上 4点至 9点半，下午 4点半至 8
点半。

尽管如此，电焊中产生的光和热，依然
会让钢筋的温度达到 45℃，加上焊花会有
灼伤的风险，工作时祝传法和工友们不管
多热，都要“全副武装”，穿上防护服、劳保
鞋，戴上电焊手套和防护面罩。

首幅钢筋笼重达 78吨，上面布满了
大大小小各类焊点，祝传法要对每一处连
接点进行焊接。为了保障焊点饱满和钢筋
笼的坚固，他要一个点一个点推进，不能
有一丝疏忽，焊接中速度不能太快，也不
能太慢。

一会儿工夫，他就全身湿透了。
祝传法说，搞工程建设的都知道，所有

工程都有工期和质量的要求，不管是高温
还是阴天，都要跟上工程进度，完成当天的
工作量。

为了保障高温天气下工友们的作业安
全，工地为工人们配备了工业风机，并免费
提供饮用水和防暑药品。“一旦发现有人状
态不好，会马上送医。”陈春华说。

7 月 10 日，首幅钢筋笼顺利吊装入
槽。祝传法说，接下来即使气温很高，他们
也会提高施工速度，一天完成一幅钢筋笼
的制作。

市域铁路联络线上的“接骨师”：

高温天，与“火花”共舞
编者按：骄阳似火，热浪灼人，挡

不住劳动者们的步伐。他们的付出，
让城市运行更加顺畅、环境更加整
洁、通行更加有序。他们是建筑工人、
保洁员、交警、外卖小哥……一个个
高温下坚守的身影，定格成一幅幅感
人画面。今日起，本报民生版推出《我
在高温现场》系列报道，记录户外工
作者们经受的“烤”验，以及相关部门
和社会各界对他们的关爱。

祝传法正在进行焊接工作。 台传媒记者章 浩摄

台传媒记者李筱筱

连日来，晴热包场，体感闷热。对于户外
工作者而言，更是“连蒸带烤”，暑热难耐。

在椒江，有位八旬老人，每到夏天就
开启“送清凉”公益行动，为户外工作者免
费提供消暑饮品、水果等，至今已坚持15
年。他就是椒江区白云街道蓝天志愿者协
会党支部书记张文涛。

免费送消暑饮品

7月4日，阳光热辣。刚结束路面清扫

工作的环卫师傅冯小新面色通红，满头大
汗。他走进椒江花园新村会客厅，坐在空
调下风口，将桌上的绿豆汤一饮而尽。

“好喝，可以再来一碗吗？”得到肯定
的回答后，冯小新又喝了一碗。

“一年中这几个月难熬些，天太热
了。”他感激地说，“这里有免费的绿豆汤，
喝完后十分解暑，真好！”

这些爱心绿豆汤是由张文涛发起提
供的。6月 30日开始，当天已是送绿豆汤
的第5天。

张文涛介绍，他每天早上5点开始煮
绿豆汤，7点多制作完成，然后和志愿者
们一起把绿豆汤盛出、放凉，并开启空调，
等待户外劳动者前来享用。

记者看到，花园新村会客厅内，放置
了长方桌、茶桶和爱心冰柜，还有藿香正
气水、清凉油等防暑药品。一碗碗绿豆汤
错落有致摆放在长方桌上，环卫工人等途

经此处的户外工作者都可以来此喝碗绿
豆汤、吹会儿空调消暑。

“接下来如果气温再升级，我们准备
开始送凉茶。”张文涛说。

送清凉已有15年

谈及第一年送绿豆汤的经历，张文涛
仍记忆犹新。

他是椒江红十字会的志愿者。2007
年夏天，天气炎热，他煮了些绿豆汤分
给邻居喝，大家都说味道不错。向来热
衷公益事业的他，就把“爱心绿豆汤”的
摊子支到了家附近的中山广场，自费买
来材料并制作，免费为过往群众送上消
暑饮品。

后来，张文涛又将绿豆汤送进敬老院
等地。再后来，每到夏天，张文涛除了送绿
豆汤外，还牵头在椒江花园新村东侧的志

愿服务岗亭旁支起“爱心凉茶铺”，有时也
会准备西瓜、矿泉水、雪糕等，免费提供给
过往的户外工作者。

2021年 8月，在台州市图书馆对面
的党群先锋驿站，张文涛发起“爱心早
餐”公益活动，将包子、馒头、稀饭等早餐
送给环卫工人、外卖小哥等户外工作者，
感谢他们在夏日炎炎下坚守岗位，为大
家提供方便。

如今，张文涛又将“送清凉”主阵地放
在椒江花园新村会客厅。

15年坚持“送清凉”，令人感动。记者
问热不热，张文涛说，以前在广场树荫下

“送清凉”，现在在空调房里，环境已经越
来越好了。

“每个行业都有各自的心酸与不易，
每个人都希望被关怀、被善待，希望以实
际行动带动、感染更多人投身公益事业。”
张文涛说。

椒江八旬老人情系户外工作者

夏日送清凉，他已坚持15年

本报讯（记者郑 红）7月 10日，台
州市“家门口青少年宫”现场推进会暨

“江来小匠”项目启动仪式在台州梦创
园举行。据悉，“江来小匠”项目是为青
少年打造的又一个校外活动微阵地，是
一次将企业与社会教育资源创新融合
的大胆尝试。

“家门口青少年宫”不仅是空间上的
“近”，更是心灵上的“亲”。台州团市委秉
承着“近在家门口，教育无边界”的宗旨，
充分发挥县级青少年宫的组织优势，下沉
优质课程，调动社区资源，汇聚社会力量，
努力将“家门口青少年宫”打造成集人才
培养、公益服务、幼儿教育、赛事研学于一
体的综合性青少年服务平台，打通联系服
务青少年“最后一公里”，让孩子们在“家
门口”就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

通过校地合作、结对共建、购买服
务等方式探索“家门口青少年宫”常态
化、公益性运行。截至目前，全市已建
成并投入运营的“家门口青少年宫”达
11家，覆盖城乡，惠及数十万名青少年
儿童。

“江来小匠”项目是在台州团市委的
指导下，由黄岩团区委、江口街道办事
处、台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联合打造。

据介绍，该项目聚焦培养青少年的
工匠精神和创新能力，将企业与社会教
育资源创新融合，依托江口街道本地特
色企业，精心设计“小小厨师”“小小化
学家”等实践体验课程，引导青少年深
入学习了解各类知识技能，成长为可堪
大任的新时代小匠人。

此次共有 8家企业获得“家门口青
少年宫”授牌。这些企业将立足青少年
所需所想，积极发挥企业优势，提供更
多社会实践机会，开展各类研学活动，
让校外生活更精彩。

在浙江天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吴
春亮看来，启动“江来小匠”项目，是要
让青少年通过技能体验了解一个职业、
深入一门技艺、体验一种文化，从小树
立“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理想。“我们
将积极践行社会责任，深度参与到项目
中去，争取办好每次学习实践活动，充
分落实项目实践效果。”

下沉优质课程，调动社区资源，汇聚社会力量

“家门口青少年宫”
全市已投用11家

本报讯（通讯员李文华 叶琼琼）驾驶证被吊销，天台
男子丁某还照样开车，发生交通事故后又让人“顶包”，结
果与“顶包”者一起被拘留。

近日，在天台城区人民东路和迎春路交汇处，丁某驾
驶一辆小型轿车倒车过程中，与车辆后方的行人发生碰
撞，致使行人倒下，面颌部受伤。天台交警大队事故中队
民警接警后，迅速前往现场勘察处置。

起初，面对警方询问，与丁某同车的徐姓男子自称是
肇事司机。但民警察觉，徐某所言非实，经调取卡口监控
视频查看，发现事故发生前肇事车辆是丁某在驾驶，徐某
是在事故发生后替换进入驾驶位的。

在铁证面前，丁某承认事发时，的确是自己在驾驶车
辆。之前，他因醉酒驾驶被吊销驾照，因害怕无证驾驶造
成交通事故被处罚，于是让同车的徐某帮忙“顶包”。

丁某在交警到场前，虽未离开事故现场，但其本质上
实施了逃避法律追究的行为。最终，民警根据相关法律规
定，对丁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和造成交通
事故后逃逸两项违法行为合并处以拘留加罚款的处罚。

“顶包”者徐某因涉嫌提供虚假证言的违法行为被处拘留
和罚款。

警方提醒：违法后逃逸、找人“顶包”等行为，不但
不能逃脱责任，还会加重法律惩处。“顶包”是一种严重
的违法犯罪行为，不仅帮不到别人，反而会让自己触犯
法律。

无证驾驶肇了事
让人“顶包”法不容

台传媒记者郑 红

暑期旅游旺季已至，市民们的出行计划也已提上日
程。继北京、上海等地 6月宣布取消景区实名预约后，杭
州、南京、淮安、长沙、武汉等地也纷纷行动，对外官宣取
消旅游景区或部分旅游景区的实名预约。

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市民，他们均表示，前几年疫情
期间，景区、场馆出于控制人流的需求，开启预约制度情
有可原。但现实中过于烦琐的线上预约流程、热门景区相
当有限的门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市民的出游热情。

“实名预约流程比较繁琐，而且一些热门景区、场馆
常常预约爆满，甚至不能当天预约，想去去不成让人倍感
遗憾。”市民张梦霞说，取消预约制度有利于提高游客游
览的便利性和即时性，使游客能够更加灵活地安排行程。

那么，台州的情况如何？
记者从台州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了解到，目前

台州绝大部分景区已经取消实名预约。“虽然没有做过详
细统计，也没有对外官宣，但是疫情全面放开后，台州绝
大多数景区就不需要实名预约了。”该局资源开发处处长
陈安平说。

神仙居景区售票处工作人员表示，该景区不需要实
名预约，现场买票就能进景区参观。不过，景区对提前预
约的客户会给与一定程度的票价优惠。“即使大型节假
日，只要不超过景区最大承载量，仍然不需要实名预约。”

另外，博物馆、图书馆等公共场馆也均已取消预约制
度。市民只要刷身份证实名登记便能直接进入博物馆，没
带身份证的市民可以通过线上系统预约登记，进行实名
登记的目的是为了监测人流。目前场馆参观名额都比较
富裕，基本可以做到随到随进。

台州市科技馆需要在微信公众号上实名预约。“目前
我们没有接到取消预约的通知。”馆长俞春艳表示，预约
的出发点是方便游客游览，减少游客排队等待的时间。暑
期进馆人数明显提升，但并没有达到限制最大人流，实名
预约更多的是起到实名登记的作用，参观市民可以到馆
操作，也可提前进行线上预约。

台州大多数景区
已取消实名预约

本报讯（通讯员郑灵芝 江文辉）7月 9日，在温岭市
松门镇，台州恩利党支部联合益善好人党支部开展“高
温送清凉 甜蜜润民心”爱心服务活动，购买了 1000公
斤西瓜和 174箱凉茶赠送给环卫工人，为他们送去清凉
和关爱。

当天下午 2时许，载着西瓜和凉茶的小货车开进松
门镇川北片环卫所。党员志愿者们忙碌地将西瓜搬下车，
分发到环卫工人手里。

“大中午的干完活，就收到了爱心西瓜和凉茶。这西
瓜太好吃了，吃在嘴里甜到心里，我工作更有干劲了。”环
卫工人朱菊芬吃着西瓜开心地说。

松门镇东南工业园片区的环卫工人也收到了西瓜和
凉茶。“现在天气热，每天工作七八个小时，一天下来要喝
四五瓶水。”环卫工人苏金莲说，感谢好心人送的西瓜和
凉茶。

说起这 1000公斤西瓜，背后也是有故事的。得知箬
横镇下金村瓜农西瓜滞销，台州恩利党支部联合益善好
人党支部的党员志愿者们，自掏腰包购买了1000公斤西
瓜。炎热的中午，考虑到瓜农人手不够，志愿者们来到田
间自主采摘、搬运和装车。

“瓜农太不容易了，坚守在烈日下的环卫工人也同
样辛苦，他们在脏、苦、累的岗位上默默奉献，换来了城
市的干净整洁。”松门镇党员志愿者陈仁辉说，这场活动
既帮助瓜农解决燃眉之急，又给环卫工人送去清凉和关
爱，非常有意义，也希望广大市民多关心关爱高温下的
工作者。

既帮了瓜农又甜了环卫工人

1000公斤西瓜
爱心接力

快人快语

爱心暑托班来啦
7月 10日，设在欢岙小学的天台县坦头镇爱心暑托班开班，课程设置包含声乐训练、

主持演讲、艺术表演、手工体验等，首期迎来了 40位萌娃，有效缓解了假期职工低龄子女
“看护难”问题。 台传媒通讯员余霁虹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