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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临城

核心报道

【人物】

万人街头扫雪，很多缺件棉衣

省政协委员冒雪探访，呼吁相关部门赶制棉衣发给一线环卫工

本报1月19日讯 天寒地冻，关心环卫工的不仅仅有省政协委员，有网友在“混在长

沙”发帖，建议让城市美容师穿上棉衣，不再受冻。记者从长沙五区环卫部门了解到，目

前岳麓区环卫工人都有了棉衣，其他各环卫部门也计划将大褂换为棉衣。

天心区、开福区、雨花区环卫部门表示，为了防寒，每到冬天都会给环卫工人发靴

子、手套、雨衣等，他们将会考虑网友的建议，为环卫工换上棉衣。“我们今年给每个环

卫工发了背心和棉帽，棉衣下一步也将考虑。”芙蓉区环卫部门也表示。

岳麓区环卫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两年前至今，该区为所有环卫工人陆续发放了

棉衣。“今年的棉衣统一为橘黄色，中长款，带帽子，衣服里面是棉花，面料是棉和涤纶的，

能防小雨。”该负责人表示，今年还计划给环卫工人准备棉裤和棉靴，让环卫工不再受冻。

据悉，18日至今天凌晨，长沙城管执法、环卫工人以及市政、绿化等应急队伍共1.2万

人，对城区主要道路、路口、桥梁等重要部位，集中力量开展除冰铲雪，确保了道路基本畅

通。 ■记者 吕菊兰

本报1月19日讯 简单吃过中饭休息

后，刘师傅一把抓过草帽，钻进了漫天飞

舞的雪花中。“下这么大的雪，肯定有很多

枯枝被压断了，得及时清扫。”几乎同一时

刻，胡国安、刘习明这两位省政协委员也

从温暖的房间钻进了风雪中。刘师傅关心

的是卫生状况，两位委员关心的是刘师傅

这个群体，“这么恶劣的天气，环卫工人穿

得暖不暖？工作强度是不是加大了？”

雪花成片成片打在他身上

刘师傅今年41岁，2年前从望城乡下

来到长沙，负责东风路省博物馆附近一段

路面的清扫工作。

中午1点30分，临近冰点的气温，寒风

刺骨，成团的雪花打在身上，身着单薄工

作服的刘师傅刚刚开始下午的清扫。

“这两年头次遇到这么大的雪， 主要

是扫雪和清理掉下来的树枝。” 虽戴着草

帽，雪花还是成片成片打在刘师傅身上。

“这么冷没穿棉衣，冷不冷啊！”一见

面，刘习明、胡国安就不约而同地问了起

来。“穿了五件，还有两件毛衣，扫马路是

个体力活，一会身上就热了。”记者发现，

虽然刘师傅衣服穿得不少，但每件都比较

薄，外面也只是套了件单薄的环卫服。

“每个月能挣多少？”“1050元，除了租

房和吃饭，每月能剩余500元。”刘师傅说，

他是一名临时工，和正式工比，他们要多

工作半天，工资还不到正式工的一半。

“家里负担重不重？”“还好，家里只有

一个小孩读小学。”刘师傅介绍，虽然每年

能给家里寄五六千元，但他很想女儿，“每

年只能回去三四次。”

他们最头疼落叶和下雪

雪越下越大， 东风路汽车城路段，54

岁的环卫工姚爱清正提着撮箕扫马路。她

里面穿一件带帽子的羽绒服，外面套了件

单薄的环卫服马甲，头部裹得严严实实。

胡国安委员摸了摸她的环卫服，“一

看就是春夏穿的，御寒功能较差。”“夏天、

春秋天都有工作服，就是冬天没有棉的工

作服。”姚爱清实话实说。

“这么大年纪，干这行吃得消吗？”“每

年最头疼的季节就是落叶和下雪天。”虽

然出了一身汗， 但姚爱清也不敢脱棉衣，

怕得了感冒耽误工作。她说，这种“外冷内

热”的状态很难受，“只要身体好就行。”

呼吁给他们发放御寒棉衣

“说老实话，做这一行很辛苦，活儿累

收入又不高，还经常被人瞧不起。” 面对两

位委员的连番“轰炸”，两位环卫工人掏出

了心里话。

“长沙下这么大雪，道路依然保持整洁

畅通，背后是环卫工人日夜不停的辛勤工

作。”刘习明委员说，环卫工人的社会福利

的确还有待完善。 胡国安委员则认为， 环

卫工人活儿累，还充满危险，应该把这个

职业纳入特殊工种里面去。

两位委员认为， 相关部门应赶制一批

棉衣，发给一线的环卫工人。“衣服里面是

真空棉，外面的面料要防风防雨，类似冲

锋衣的面料，裤子也是有夹层的，那就会

很保暖。”因为下午还要参加大会讨论，在

回驻地的路上，两位委员商量，将就今天

所了解的情况形成提案，提交大会。

■记者 胡信锋

部门回应

计划为环卫工发棉工作服

省政协委员胡国安（左）和刘习明冒着大雪和正在工作的清洁工交谈。 记者 童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