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12月31日， 长沙汽车西站旁的地铁站施工工地上，侯

瑞祥正在灌注混凝土。 实习生 龙岱林 记者 田超 摄

他的籍贯：河北石家庄

他的职业：汽车西站地铁站泥水工

他当天的收入：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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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叶子君

2009年12月31日。天气

预报说， 最低气温3摄氏度。

长沙汽车西站南侧围挡里，

从早晨6时开始，侯瑞祥就挂

着鼻涕在泥浆中跳跃，2009

年的最后一天他仍然要上满

12个小时的班。

他说，他喜欢长沙，因为

这里暖和，公园也漂亮。

长沙是他今年的第二站

汽车西站地铁站是地铁

2号线一期工程19个站点中

最西端的站点， 也是最先开

工的站点，未达到施工气温，

工地上现在只有钢筋班和泥

水班两个班组在忙。 从2009

年11月18日开始， 钢筋班赶

制出了150个钢筋笼，每个约

20米。 钢筋笼挨着钢筋笼围

出一块7000平方米的区域，

以后工人就在这块区域里进

行地铁车站施工。 侯瑞祥属

于泥水班， 负责安装好钢筋

笼后， 再帮助吊车将混凝土

灌进去， 为车站施工在地下

围出一面钢筋混凝土墙，防

止以后塌方。

在11月6日从河北石家

庄来到长沙前， 他在河南安

阳的高铁打了一年的桩。

吊车要下钢筋笼了，他

负责握着钢筋笼对准桩孔；

要往钢筋笼里灌混凝土了，

他扶着漏斗； 时不时还要丢

一条拴着铁坨的钢丝下去，

测下已经完成了多少。

同样的事情侯瑞祥已经

做了130次，工地里总共需要

483根桩，所以，同样的事情

他还要做353次。

工资卡都在老婆手里

侯瑞祥今年33岁， 皮肤

稍黑，眉毛粗厚，眼瞳黑亮，

笑的时候会把牙龈露一大半

给你看。 他曾经为哈尔滨至

大连的高铁、 石家庄至武汉

的高铁打过桩， 地铁虽说是

头一回，但他觉着都差不多，

倒是长沙这个城市让他“暖

和”，长沙公园也很漂亮。

并不是每一刻都要做

事， 侯瑞祥在不用上工时就

和工友看着吊车聊天。 一位

工友举着新买的手机卡炫

耀，侯瑞祥一把抓下来，打听

每分钟话费多少。他说，老婆

和两个孩子在石家庄老家，

每天都要打电话回去，1分钟

3毛的话费“太贵了”，准备换

更便宜的卡。

同他一起工作的还有4

个人，他乐呵呵道：“本来是8

个的，金融危机一来就少了3

个。”一起从石家庄来的工友

在武广新长沙站的工地里，

下雨不能上工时几个老乡就

会互相串串门。

他每天的工资是60元，

问他钱花哪里去了， 他乐：“家

里老婆拿着呢！”我问，那你每

天花钱怎么办， 他还是乐：“每

个月工地还发400块钱的生活

费，够用了！”

为地铁2号线一期工程打

完这些桩， 侯瑞祥就要离开

了，当我们日后喝着豆浆提包

坐地铁到公司时，谁知道他曾

经来过？

3张1元的纸币、2个1块

的硬币、4张5毛的纸币，2张1

毛的纸币，一共7块2毛钱，这

就是一个61岁的流浪老人一

天的乞讨收入。

“上个月只用了1块钱电费”

2009年12月31日，长沙

市芙蓉中路松桂园地下通

道， 一位头发和胡须都已泛

白的老年人跪在地上乞讨

着。他姓李，来自山东临沂，

因为家乡今年发生严重旱

灾，小麦和花生都旱死了，庄

稼几乎没有收成， 无法支撑

生活，一个月前，他和邻居黄

老头一起南下， 来到长沙开

始他们的乞讨生活。

来长沙一个多月了，李

大叔每天早上9点多出门，在

小店里花3块5毛钱吃一碗最

便宜的面， 就开始在大街上

乞讨。这一碗面，要帮他维持

一天的体力。晚上10点多，他

才能回到住处，运气好，还能

买到一块钱3个的包子吃，运

气不好，就只能饿肚子了。李

大叔说， 他和老乡两人同挤

在唐家巷一个用木板搭成的

房子里，没有床和任何电器，

就在地上打地铺， 每个月月

租150元，两个人分摊。“上个

月只用了1块钱电费，水和电

我们都省着用。” 李大叔说，

没有热水， 冬日里他们都是

用冷水洗脚， 来长沙一个月

了，还没洗过澡，晚上只在睡

觉前开一下灯又关掉。

“一家人很苦，但感情很好”

“湖南暖和，长沙人心肠

好。” 脸上布满皱纹的李大

叔，目光温厚淳朴。当记者问

老人家， 他家里人是否知道

他来长沙乞讨时，李大叔说，

儿子和女儿都知道， 开始也

阻止过，但没有办法，因为待

在家里没有一点收成， 日子

过不下去。 李大叔想着自己

就算是乞讨， 至少也能帮着

家里缓解一下压力。他说，儿子

在附近一个工地上干活， 每个

月除去伙食费外只有800多元

剩余， 家里还有媳妇和两个孩

子。女儿出嫁了，家境也不好。

他的老伴患有关节炎和类风

湿，自己也有多年的支气管炎。

“我想趁着年底到了，多挣一些

钱，等过完春节再回家，用这些

钱来买化肥。”李大叔说，这一

个月，他已经乞讨到了285.4毛

钱， 除去75块钱房租、2块钱水

电费、120块钱伙食费， 存了88

块4毛钱。

“只要庄稼好，就再也不出

来了……”李大叔说，2010年最

大的希望，就是有好的雨水，作

为庄稼人的他，还是希望通过

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养活自己。

李大叔说，虽然一家人生活很

苦，但感情非常好。“希望孙子

孙女长大后能有出息，不要像

爷爷这样。” 李大叔想起一对

可爱的孙儿，脸上露出了一丝

笑容。

■记者 贺卫玲 实习生 黄子芩

2009年的最后一天，你是怎么过的？

在这个城市的一隅，我们找到了他们，这些处于城市最底层的人们———他们

有着最艰苦的生活，最实在的欢乐，最朴素的愿望……

2009年12月31日，长沙市芙蓉中路，山东沂蒙山区农民李大

爷，盼望着在年前能乞讨到三五百块钱回家。 记者 范远志 摄

早晨6点开始，就挂着鼻涕在泥浆中要忙上12个小时

给地铁打桩，他爱上了长沙

“只要庄稼好，就再也不出来了”

“1分钟3毛钱的话

费太贵了，我想找一个

更便宜的手机卡”。

———长沙汽车西

站地铁站泥水工 侯

瑞祥

“希望明年有好雨

水，我们庄稼人也能通

过劳动养活自己，不要

出来乞讨了”。

———长沙市芙蓉

中路松桂园地下通道

内的乞讨者 李大爷

新年心愿

他的籍贯：山东临沂

他的职业：长沙市芙蓉中路松桂园地下通道内的乞讨者

他当天的收入：7.2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