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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12时出头，烈日当空，正是一天里最
热的时候，记者骑着电动自行车，随外卖骑手
老马一起送餐。记者跟的第一单，是从东鼓道
取餐，送往灵桥小区7楼。

太阳炙烤着马路，阳光反射得眼睛都睁
不开。47岁的老马身材魁梧，皮肤黝黑，动作
麻利。他将电动车停在东鼓道地下通道口，
一溜小跑着，在各家快餐店来回取餐，记者差
点没追上。

取餐完毕，他跨上电动车便往送餐点
赶。一路过红绿灯、让机动车和行人，他都是
又快又稳。

灵桥小区是老小区，没有电梯。老马将
电动车停在楼下，拎起外卖，一口气跑上7
楼，把记者远远甩在后面。

下楼时，一对小年轻提着个大行李箱，开
口请老马帮忙把箱子拎到楼下。老马爽快地
接过来，拎着粉红色的箱子往楼下走。在
楼下放下箱子后，他便小跑着跨上了电动
车……跟在后面的记者来不及赶上去问老
马累不累，他接着去送下一单了。

一直到过了送餐高峰，记者才逮住机会
和老马聊了几句。

老马说，他做外卖骑手2年了，“到了我
这个岁数，又没什么文化，干这行挺好的！”他
笑呵呵地说。

问他盛夏送餐累不累，他说：“其实我们
骑手喜欢热天、大雨等坏天气，这样接的外卖
单子就多，赚的钱也多！出来不就是为了多
赚点钱嘛？你说不辛苦还想赚钱，哪里有这
样的好事！”言语中透着乐观与满足。

作为骑手，老马说他在送餐过程中时刻
都在和时间赛跑，苦点、累点都不怕，就怕客
户不理解，给差评。“夏天是外卖旺季，而中午
又是旺季中的高峰，有时手里捏着10多个待
送的单子。如果有一单卡壳了，那剩下的单
子都会耽误。我们比谁都想快点把外卖送到
客户手上，可有时难免出现意外情况，所以恳
请客户多多理解！” 记者 殷欣欣 文/摄

亥时又称人定，正是夜阑人静之际。
晚上9时刚过，记者来到中国科学院大学宁

波华美医院（宁波市第二医院）急诊科，发现当晚
相对比较平静，抢救室里住了一半的患者，不过
急诊内科诊室里挤满了人。

救护车铃声响起，120救护车送来一位急诊
患者，是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手部和背部摔伤，
不过生命体征比较平稳。

“去急诊外科，先做检查。”急诊分诊护士朱
青青挺着6个多月的大肚子，从下午5时开始接
班，到现在已经接待了100多位患者。不过比起
忙的时候，这还算是相对轻松的一班。

“昨天比较忙，有一个被钢筋贯穿身体的急
诊患者，好几个学科的医生都赶来支援，今天没
有特别重的患者。”急诊科副主任医师丁涛正在
值班，他告诉记者，入夏以来，急诊内科患者多为
胃肠炎、发热患者；外科方面，因为夏天夜间人们
外出多，外伤、车祸、擦伤的患者比较集中。

不过就算是没有特别重的患者，医护人员也
一刻不敢放松。“下一秒会来怎样的患者，谁都不
知道。”丁涛说。

同样的时间，宁波市妇儿医院急诊科里，延
续了白天的火热。大人的说话声、孩子的哭闹声、
医护人员来回奔忙的声音，此起彼伏。预检台、化
验窗口、药房、自助挂号机前均有人在排队，每个
诊室里少说也有三四人，多则十来人，候诊区更
是难以找到一个空位。

当晚出诊医生吕海涛告诉记者，高温天以
来，急诊科前半夜有4个医生，后半夜有2个医
生，前半夜的医生平均每人要看130到140个患
儿，后半夜的医生平均每人也要看百余个患儿。

记者从院方了解到，23日，全天急诊人次为
1174人，24日为1190人次，夜间急诊占比过半。

扎堆晚上来看病，有的是病情所需，有的则
是想避避白天的高温。“后悔了，没想到夜里人会
比白天还多。”带孩子来复诊的王先生表示，下次
会挑下午人少的时间段来就诊。

“去年七八月份，我们稍微空了一些，但今年
没有，反而比前阵子更忙了，这可能和二胎的开
放有关系。”吕海涛表示。

吕海涛本是小儿呼吸内科的医生，轮岗到急
诊已经近两年，一周三次夜班，为此牺牲了许多
亲子时光。但他毫无怨言：“身边的医生都是这
样。都是做父母的，（患儿家长的）心情我懂。”

记者 孙美星 童程红 通讯员 郑轲 文/摄

烈日下，与时间赛跑的人

炎炎夏日正当时，砺练强兵争一流。7月
25日下午2时，地表温度已突破50℃。在鄞
州区天童南路上的宁波消防救援支队培训基
地里，则是另一番热火朝天的景象：来自各大
队的消防精英们，正在开展夏训交叉考核，火
热的激情，在烈日下燃烧。

夏练三伏，几乎是消防救援队伍每年的
例行任务。当很多人躲在空调房里安享凉意
和舒适时，这群消防员为何偏偏挑地表温度
最高的时候，暴露在最猛的烈日下，挥汗如雨
地训练着？

答案很简单：实战！一切为了实战！
“火场温度很高，夏训是为了能够让消防

员在灭火时更快地适应高温。这是对体能的
巨大考验，只有具备良好的体能，才能冲锋在
火场第一线。”有着多年一线灭火救援经验的
江东消防救援中队队员刘伟宏说。

火场内攻、纵深灭火救人、百米障碍救
助、攀登拉梯、快速初战控火、枪炮协同灭火、
楼层火灾救人……这些都是消防员们在日常
的训练科目，但上了“战场”，每一名队员都拼
尽全力，奋勇直追。

“太热了！内衣都可以拧出水来。”参加
完枪炮协同灭火科目后，鄞州消防救援中队
队员小李顺手抹了一把脸。记者看到，为了
突出实战效果，消防员全副武装上阵：战斗
服、头盔、空呼、水带……别说奔跑了，看着就
热！

小李告诉记者，他们中队曾做过对比实
验，拿他自己举例，他的体重是68.7公斤，等
他穿上厚重的战斗服，背上空呼机，带上救火
装备，这一数字就飙升到了103.9公斤，也就
是说，他们负重35公斤。爬完20层楼后再
测，他流了整整1公斤汗！

“消防救援部门入夏以来没有放弃过一
天训练，像这样的实战演练是家常便饭。”
现场相关负责人表示，大热天负重训练确
实很辛苦，但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
流血。毕竟，真实的火场温度比模拟
演练更高，所以通过三伏天的训练
来增强体力和耐力，非常有必要。

记者 马涛
通讯员 陈珊珊 文/摄

天气越热，训练越像实战

7月25日下午3时，记者来到位于东部
新城核心区一所在建学校的工地。为了保证
整个项目的进程，头戴安全帽、身着工装的工
人们顶着高温在施工。

“最近天气太热了，工人们真的很辛苦，
不说别的，咱们头上戴的安全帽，每天下班时
摘下来，头发就像洗过了一样。”负责这个项
目的章经理告诉记者，天气炎热，对于建筑工
人来说是一项考验，现在工人们都是早上4
时就起来施工，到上午10时左右就午休，等
到下午2时左右再继续工作。

当建筑工地上的工人看到记者的镜头时，
大多都会面带笑容，羞涩地摆摆手，继续施工，
记者发现，大部分工人的工装都被汗水浸透了。

“虽然天气很热，工作很辛苦，但我们都
觉得很值得。”郭师傅是江苏人，他告诉记者，
来宁波做建筑工人要比在老家赚得多，“我有
两个孩子，一个12岁，另一个才2岁。”郭师傅
跟记者聊起自己家里的事，顺手擦了一下从
安全帽里流下的汗水，露出了微笑。

“每天我都要跟两个孩子和妻子视频通
话，一般要半个小时以上。”郭师傅的父母也
在宁波，但妻子和孩子在老家。每天从工地
上回到住处，他最快乐的时光就是跟孩子和
妻子视频聊天。“苦了点，累了点，但为了家
人，都值得。”他这么说。

城市的成长，离不开建筑工人，他们不仅
用双手建起了自己的“小家”，也为我们的城
市筑起了“大家”。 记者 李华光 文/摄

摘下安全帽，就像洗过头

下午6时左右，记者来到位于环城西路
的东亚饭店。

来到店里的时候，正好有位大师傅在颠
勺，他叫张长海。

在闷热的厨房内，张师傅身着白色厨师
袍，戴着厨师帽，一条毛巾搭在肩头。

记者站在他旁边拍摄，只见他连着炒了
葱油牛百叶、洋葱炒土豆两盘菜，从下锅到出
锅，不到三分钟。

张师傅炒的最后一盘，是许多宁波人爱
吃的炒螺蛳。只见他麻利地往沸腾的油锅里
撒入葱、姜、蒜，又抓起少许辣椒放入锅内。
瞬间一股热气上窜，直冲屋顶，接着将螺蛳全
部倒入锅内，一阵翻炒后，一盘炒螺蛳新鲜上
桌了。

记者一面拍摄张师傅炒菜过程，一面感
受着厨房内的高温，才站了2分钟，就已经满
头大汗了。

张师傅说，厨房一年四季都很热，尤其是
盛夏，不仅热而且湿、闷，但这是他的工作，这
些年他已渐渐习惯了。一句话，只要客人吃
得满意，就值了。 记者 朱立奇 文/摄

三分钟炒出两盘菜

每当夜幕降临，城市灯火璀璨的时候，总
有一群人默默驾驶着垃圾清运车奔波在城区
的各个角落，他们就是清运司机。

武开标今年46岁，从事可回收物清运还
不到半年。每天，他要负责中心城区的17个
点位，一天的可回收垃圾多达1吨。“哪里满
仓了，我们就去哪里。”

7月25日晚7时，在高新区涨浦景苑小
区，武开标将“搭把手”垃圾清运车停在路
边，拎着两个空袋，一路小跑直奔智能回收
柜。

“如果出现满仓，手机APP上会显示，我
们就会第一时间过来清理。”一番简单操作
后，武开标打开智能回收柜，记者看到，“塑料
柜”和“纸箱柜”已处于满仓状态。

“夏天到了，啤酒瓶比较多，得小心不让
碎玻璃割破手。”武开标徒手拿出一部分酒瓶
后，才将剩下的整袋取出，然后换上新袋。他
当场掂量了下，差不多有80公斤。

有些智能回收柜设置在小区内部，垃圾
清运车无法通行，武开标只能徒手拉着装满
可回收物的袋子步行百余米，再搬到清运车
上。如果垃圾分类不到位，他需要在车上进
行简单的二次分拣，然后再下车去拉下一袋。

这样周而复始的动作，武开标每天需要
重复上百次。虽然已经入夜，但暑热并没有
退去，一趟下来，武开标早就汗流浃背，豆大
的汗珠从脸上滚下。身上的工作服，也是干
了又湿，湿了又干。

“今年，宁波垃圾分类的氛围越来越浓，
很多小区的智能回收柜，以前一天只需要上
门清理一趟，现在一天需要清理三趟。”武开
标估算了下，一天下来，他要背50多袋可回
收物，总重量在1吨以上。

记者 薛曹盛 实习生 岑婷婷 文/摄

哪里满仓，就清空哪里 每个夜里都紧绷着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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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12时30分，外卖骑手老马一路小
跑去送餐。

下午2时，消防官兵正在进行模拟训练。

下午 3 时的建筑工地。看到记者的镜
头，工人脸上露出羞涩的笑容。

下班时分，是张师傅最忙的时候。

入夜后，武师傅逐个清空智能回收柜。 深夜里，抢救室的医护人员正忙着诊治病人。

外卖骑手

消防员

建筑工人

饭店大厨

清运司机 急诊室医护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