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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宁最年轻清道班班长
会场内微信指导现场清雪

“外面这雪越来越大啦！”下
午1：30，在等待着下午小组会议
的陈豪杰代表看着窗外越飘越
大的雪花，有点忧心忡忡，“每次
雨雪天都是我们最紧张的时候
之一，我要来开会，只能提前安
排好班上的工作。”

前天晚上，从人代会现场回
去的路上，他就忙着和班组长们
调配第二天一早的工作。1980
年出生的陈豪杰是长宁最年轻
的清道班班长。这位年轻的“80
后”清道班班长手下有4个组，约
有230位一线环卫工人，要负责
长宁区中段 5 个街道的清扫范
围。因为没法见面碰头，他只能
通过微信群召开班组会议，提醒
几个组长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
的地方。

“这样的雨雪天最要注意的
就是大桥周边，威宁路大桥、古
北路大桥，还有那边那个铁制
桥，都要注意，比较湿滑，行人
容易摔倒。还有就是学校周
边，小朋友比较多的地方。”陈
豪杰在工作群里这样嘱咐几位
组长，最后还不忘记关照一声：

“要多关心关心作业工人，那么
大的雨雪，天又冷，让他们注意
保暖注意自己作业安全。”昨天
白天，小组长们也随时在群里
向他反馈工作状态。“还好，今
天上午到现在，都还没什么状
况。”陈豪杰说。

他告诉青年报记者，昨天凌
晨4点钟，同事们就已经去到单
位，比平时提早了一个小时，就
为了应对这场大雪。工人们去
清扫马路，班组长则先去路上看
一看道路积雪的情况，如果有积
雪道路，就要马上把周边道路完
成快的人集中过来，想办法铲
雪，然后在地上铺上麻袋，再和
机械操作配合好在上面撒上工

业盐，防止道路湿滑。
“这雪要是一直下到明天，

我们工作强度会加大很多。”陈
豪杰说，除了日常的道路清扫工
作，还要铲除积雪，雪停了结了
冰，还得除冰，防滑措施会更紧
急。“我记得以前有一年下大雪，
从早上4点开始干到8点才能基
本清出个道来，饭都来不及吃。”

“80后”房屋维修水电工
两会结束就进入备战状态

和他一样心牵场外的还有
普陀区房屋维修应急中心水电
工杨华峰代表。会议休息的时
候，他也不停地到能看得到室外
的玻璃窗前看看雪况，不时用手
机翻查着接下来的天气信息。

“现在刚开始下，还好一
点。我们比较担心的是雪一直
下，温度一低到处都结冰，等到
天气转暖后冰开始化掉，那时候
最忙了。如果这场雪持续时间
长，差不多两会正好结束，我也
要进入战斗状态了。”杨华峰说。

冰化的时候，一冷一热，水
管极易爆掉。新的小区还好一
点，最怕的就是老房子、老小区，
爆水管的几率特别大。杨华峰
还记得2016年的时候，曾号称是
上海 30 年来最冷的一个冬天。
最忙的时候他早上 8 点一到单
位，换好衣服拿了单子出发去维
修，要到晚上七八点才能回到单
位。“就一单接一单，当中不带停
的。常常是这家人家刚开始修，
隔壁人家就跑过来说好像也坏
了，等我们忙好过去，这边还没
修好，就又来了一家。到最后是
带的材料用光了，没办法了才回
单位拿了材料又赶紧回来。”

他告诉青年报记者，这几年
老房子改建之后，情况要好很
多，平常过冬时，如果物业处理
得当，保温材料都包好的话，维
修就相对比较少，但遇到这种极
端的雨雪天气，就不得不时时刻

刻处在战备状态。
前天听了天气预警之后，杨

华峰直接从人代会现场赶去了
单位，当晚他所在的普陀区房屋
维修应急中心就已经开始排了
加强班，晚上专门增加了人手值
班。“平常我们一般维修工大概
1-2个人，接线员四五个，昨天
晚上维修工增加到2-4个人，怕
有应急的活。”当晚，杨华峰的同
事们从晚上 8 点值守到早上 8
点，直到白班接班。而昨天白
天，待命的维修工人也增加到了
5-6人。

杨华峰和同事们负责的是
整个普陀区的房屋应急维修。
每次接单出活都是骑着单位配
发的电瓶车，无论寒冬酷暑。单
位在宜川路附近，如果近的地方
还好一点，一般半小时到1小时
就能到了。如果是在桃浦这种
距离特别远的，有时候路上就会
耽搁很长时间。“像这种冬天，雨
雪天，电瓶不给力，利用率只有
夏天一半不到，只能经常充电，
事情多的时候，车子根本不够
用，必须要不停地充电。但是无
论如何，我们承诺居民的，一定
会做到。”杨华峰说。他们承诺
居民，从打电话过来接到单子开
始，2个小时之内必定到场。

大学生走上一线岗位
这一干就是10余年

戴着副眼镜，看上去文质彬
彬的杨华峰其实是一名有着本
科学历的大学生，不亮出身份或
许没人信他是一名水电维修
工。1982年出生的他如今已是
一名四星维修工，全上海这样的
四星维修工只有30多位。因此，
这位“80 后”还被称为“小徐
虎”。“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
热线电话的前身就是大名鼎鼎
的‘徐虎热线’。”杨华峰谦虚道。

从同组的其他代表口中，青
年报记者还获知，前不久，杨华

峰还获评了上海市“最美物业
人”十佳标兵。他自备的“百宝
箱 ”也 成 了 大 家 口 中 的“ 传
奇”——一个工具箱也有100多
斤重。“碰到‘疑难杂症’可就得
靠这只‘百宝箱’起死回生了。”
他笑着告诉记者。

水电维修，看起来不难，其
实有很高的技术含量。比如说
要疏通个下水，既要不破坏墙
体，又要能找到深埋管路的堵塞
段，有时候作业的地方就是个小
小的卫生间，连转个身都难，常
常得见缝插针。不同的管道所
用的力道也要不一样，遇到塑料
材质水管，一旦用力猛了，管子
就更保不住。

而像杨华峰这样有技术有干
劲又年轻的“房屋医生”，还是上
海本地人，简直就是物业管理行
业最为吃香的紧缺人才之一。在
杨华峰的同事中，差不多年纪的
一线岗位工人只有3-4人，都是
这两年刚招的，他现在带的徒弟
就比自己小一岁。

“愿意来这个行当的年轻人
还是少，毕竟工作辛苦。”整天与马
桶、水斗、污水打交道，风里来雨里
去。像昨天这样的雪天，大家都在
兴奋地拍照留念，欣赏难得的雪
景，杨华峰却要担心着后面几天即
将面对的紧张维修工作。

不过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
是16年的杨华峰说他从来没有
想过远离这份职业。“我2002年
进来的，本来学到是汽修专业，
误打误撞进了这行。我最喜欢
这行的是，很多时候都能获得一
种满足感。”杨华峰告诉记者，有
时候碰到很难的活，别人都做不
了，他给搞定了，虽然也要花个2
个小时或者半天，但是听到居民
一声“师傅谢谢”，他心里就很舒
服。“感觉到自己的手艺派上用
场了，有一种成就感。这种情况
还蛮多的，所以做下来就觉得挺
开心。”杨华峰说。

会场内利用微信群召开班组会 两会一结束就准备进入战斗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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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年轻人加入
现实是后继无人

“我们单位现在超过退

休和接近退休的已经接近一

半，已经到了青黄不接的程

度了。”说到这一点，作为人大

代表的杨华峰就显得颇为焦

心。“我们这一行工资待遇也

不算太好，虽然有提高，但和

年轻人的期望值来说差太

多。而且要干的活不太好做，

有技术上的要求。活干好了

还不能有后遗症，要在保质保

量的情况下尽量快。”技术的

东西总需要时间磨砺。这两

年单位虽然也在招新，但刚进

来的新人很多东西还不会

做。而遇到这种雨雪天，疑难

杂症比较多，一个很难做的活

时间拖得就长，老师傅体力精

力上又不够。“特别希望能有

年轻的血液补充进来。”杨华

峰由衷地说。

这样的希望，陈豪杰代

表和他一样迫切。陈豪杰是

2008 年应聘成为一名“清道

工”的，当时他是一名计算机

专业毕业的本科生。愿意当

这个清道工，他带了点“情

怀”。“我提前做了点功课，发

现环卫行业的从业者都是四

五十岁左右的人，整个队伍

存在严重的年龄断层。”陈豪

杰说，人们普遍对于环卫这

个行业带有某种偏见，但他

觉得，不管什么工作都需要

有人去做，环卫从业者也总

得向年轻化发展。“我希望我

们这些年轻人进入后，能改

变人们心目中的职业形象。”

现在，陈豪杰团队里的

11名组长有1个“70后”和10

个“80后”。但是230人左右

的大团队中，还是大部分是

40-50 岁的外来务工人员。

“事实上环卫行业的科技含

量现在也越来越高，网格化

管理，信息化沟通，机械化操

作，都需要年轻人来补充。”

陈豪杰说，“其实在我们这样

的行业里，年轻人反而更有

机会更有发展平台。非常希

望能有更多青年人愿意加入

到我们中来。”

在此次两会上，陈豪杰和

杨华峰也传达了这样的殷切

希望。陈豪杰代表建议能给

一线环卫工人的工资待遇形

成一定的增长通道，让年轻人

工作更有盼头，也提高行业对

年轻人的吸引力。“小区综合

整治配套辅助离不开物业，希

望能给予我们这一行业更宽

松一点的生存环境。”杨华峰

代表的建议是能对物业行业

多一点扶持，创造更良性的发

展环境。“就像这场大雪之后，

城市要正常运转，自扫门前雪

是不行的。城市的温暖还是

需要互相给予。”

昨天，上海迎来了
今冬第一场雪，让城市
各个环节的“管家”们
紧张万分，大家严阵以
待迎接雨雪考验。而
在正在召开的两会现
场，上海高洁环境卫生
服务有限公司清道二
班班长陈豪杰和普陀
区房屋维修应急中心
水电工杨华峰这两位
来自一线最基层岗位
的年轻代表，心也早已
飞到了会场外，时刻牵
挂着街头雨雪应对的
状况。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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