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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伏天里，地铁工人防暑忙

一天要喝十斤水，正气水随身带

跟我们道别后， 甘行春转身回到

工地上工作， 他远去的背影和尘土飞

扬的工地融为一体， 他是千万个奋战

在一线的地铁工人的缩影， 他们远离

家乡， 远离亲朋好友， 在陌生的城市

里，挥洒着灼热的汗水，为自己，更为

我们。

若干年后， 当我们享受着地铁带

来的方便快捷时， 他们也许已经收拾

好行囊，奔赴下一个工地。

下个星期， 三湘都市报将联合企

业为地铁工人送清凉， 谢谢他们为长

沙人做的贡献。

甘行春正在焊接护栏。因为太热，连续

工作一段时间就要休息一下。

7月19日，长沙地铁五一广场段施工现场，能装三四斤水的大水瓶，工人们一天起码要喝

两大瓶。 本版图片均由 记者 王翀鹰 摄

记者手记

初伏刚过，中伏临近，眼下长沙城正

埋在最热的三伏天里，每天维持在35℃以

上的高温， 长沙地铁2号线五一广场地铁

站里的工人们忙着防中暑，几乎每人一天

都能喝下十斤水， 随身带着藿香正气水，

碰到不舒服时赶紧一口喝下。

五一广场站优先施工2号线

五一广场地铁站是地铁1号线和2号

线的换乘站，1号线车站在下，2号线车站

在上。 得知五一大道要在国庆恢复路面，

项目部转而优先施工2号线车站。

7月19日，五一大道北侧工地里，挖掘

机轰隆隆直响，2号线车站正在做底板结

构。 路面上的车辆要从围挡南边经过，这

意味着交通纾解进入第三期也是最后一

期。2号线和1号线车站做完后， 五一广场

会变成一座五层立交桥，从上到下依次是

五一大道、黄兴路、地铁售票厅、地铁1号

线、地铁2号线。

中暑了舍不得打吊针

两名工人在工棚里焊接固定柱，身上

穿着厚实的衣裤鞋袜， 汗直从脸上往下

淌。后勤保障队一名小伙子说，打风炮和

打混凝土很消耗体力，再就是焊接，电焊

的温度非常高，“超过2000℃呢， 很容易

中暑。”电焊师傅幸志子去年8月就中过一

次暑。

5点半起床，中午11点下班，忙的话

吃完饭马上要开工，闲的话下午1点也要

干活。 保障队队长甘行春上次中暑是在

地下基坑里，忽然之间“头晕胸闷，没有

力气”， 他仰头灌下一瓶藿香正气水，后

来到五一大道附近社区医院输了几次液

才恢复过来，来来回回花了五百多元钱。

“我们一个月工资三千多， 住次院要

花五百， 我们都尽量不去医院。” 甘行春

说，工人们口袋里装着藿香正气水，一不

舒服就赶紧喝，便宜效果又好，只是“比较

难喝”。

喜欢看橘子洲的焰火

“八十岁的老人看黄蒿———一天不死

要柴烧。” 明年满50岁的甘行春是湖北荆州

公安县人，这是他们老家的一句俗话，甘行

春说，自己能动一天就要做一天事。

前阵子下暴雨五一广场站被淹时，他

带着八九十号人抢险，“忙得两个人站在对

面都认不出谁是谁”，电话24小时都要开着，

怕有人找。 偶尔没事宿舍里几个人就玩纸

牌，一个晚上输赢最多40元钱，“我们都算好

了的，不能超过一天的收入。”

老甘办了张联通3G卡， 理由是走到

哪里都不用换号码，每天给老婆和两个儿

子打电话，一个月要一两百元，他舍得这

个钱。

7月15日，老婆带着孙子来工地上探

亲， 就住在员工房里。 可惜甘行春一直

忙，没时间带他们出去玩，只有上周六去

湘江边看过一次焰火，“非常漂亮！”

■记者 叶子君 实习生 谢婷 宁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