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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鄞州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城管局）了解到，在启动这
项工作前，他们做了大量准备工
作，光是“5 号垃圾专线”的命
名，就经历了反复的讨论和斟
酌。一开始，社区物业建议将其
称为“留观人员垃圾”专线，但立
即被该局局长史海良否定。他
认为，这条专线涉及大量小区，
特殊时期使用这样的字眼难免
引起市民恐慌。

那么，用什么样的名称既简
练又精准？史海良提出，一直以
来宁波推行生活垃圾四色分类，
干脆用数字“5”来代替，既表明
它是独立于四色垃圾之外的特殊
垃圾，又便于小区保洁和收运人
员辨认操作。这个命名得到了各
社区物业的认可，并逐步成为全
市环卫行业公认的简称。

“前期谋划时，我们一直担
心，要是没人愿意接手这项工
作，该怎么办？”鄞州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市容环境卫生管理中心
负责人金吉林回忆，1月底，环
卫部门下发通知，要求各保洁公
司抓紧物色、落实“5号垃圾”收
运员，而当时正值防疫形势最严
峻之际，每天的确诊人数不断攀
升，传播途径众说纷纭，大家心
里都没底。但结果出乎大家的
意料，首批3家保洁公司请了10
个收运员，没有一个人拒绝这项
风险加倍的任务。

董文杰和李继平是最早参加
“5号垃圾”收运工作的一对组合，
负责白鹤、百丈、东柳、东郊4个街
道40多个小区以及这个区域内
集中隔离点、定点医院的“5号垃

圾”收运工作。他们一个47岁，
一个52岁，一直以来都是拍档。

李继平是安徽六安人，来宁
波已有20个年头，他告诉记者，
自己最辉煌的时候买过3辆工程
车，也是一个小老板，但后来行业
不景气，最终干起了垃圾收运。
他乐观健谈，说每次开着“5号垃
圾”收运车跑在环城南路高架上，
看着沿路的高楼大厦，心里便总
在想，一晃竟然已经过了20年，
刚来宁波时，世纪大道、鄞州大道
都还没影，鄞县大道才刚开始修。

董文杰是湖南湘西人，来宁
波17年。7年前，他辞掉了五金
厂的工作，开始从事环卫收运。
应聘时他最担心的就是闻不惯
垃圾的味道，公司经理跟他说，
嗅觉适应期是一周，一周内如果
适应不了，就说明你不适合干这
行。“我们打工的，对未来从来没
有太大规划。”董文杰笑着说，没
想到7天又7天，一转眼已经干
了7年。

“说不害怕是假的，我们心里
也在打鼓。”李继平说，刚接手“5
号垃圾”收运任务时，想得很简
单，一方面想着自己就是干垃圾
收运这行的，关键时刻不能拖后
腿，另一方面正好两人的妻子都
提前回了老家，总不能让其他“拖
家带口”的人干这个。但是，每天
一出车上路，两人还是忍不住通
过收音机了解疫情。“听到确诊人
数又增加，还有一些无症状感染
者，总免不了有些担忧顾虑。”李
继平说，“但是，在宁波的这些年，
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对这个城
市是如此的重要。”

瞒着家人临危受命

鄞州有一群特殊的
“5号垃圾”收运员

2月1日，宁波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下发《关于明确防疫期间生活
垃圾投放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在新冠肺炎防疫过程中，对有居家
隔离人员小区、定点医院传染病区外区域的生活垃圾实行定时投放、
专人收集、专车运输、无害化处理。当日，鄞州区首先启动这项工作，
并将其命名为“5号垃圾专线”。

如今，近一个月过去了，收运员们依然奋战在一线，
用生命守护着“5号垃圾专线”的正常运转。

董文杰和李继平在收运董文杰和李继平在收运““55号垃圾号垃圾””的路上的路上。。通讯员供图通讯员供图

向家人隐瞒了新任务

董文杰有一儿一女，说起孩子他
百感交集。“儿子今年读初二，是个‘尖
子生’，成绩在全县排名前五。”董文杰
骄傲地说，儿子的作文还在全国得过
奖，记不清什么题目了，反正是科幻题
材的。几年前，董文杰带着儿子来宁
波过暑假，“他最喜欢宁波书城，待在
里边不肯走，老家没有这么大的书
店。”遗憾的是，董文杰的女儿从小得
了“爱打嗝”的怪病，几乎每年轮休回
家，他都要陪她去各大医院查病因，但
查来查去都没有结果，有时候走得远
一些，来去一趟就得花掉万把块钱。
董文杰原本的计划是，过了元宵等同
事陆续返岗后，他可以申请假期回去
看看一双儿女，现在，这个时间成了未
知数。

李继平不只有儿子女儿，还有了
孙子、外孙。他对记者说，前一天晚
上刚接到女儿电话，特意告诉他现在
持有甬行码绿码，可以正常出入小区，
问他什么时候去她那里吃饭。李继平
搪塞说最近环卫工作量大，不方便随
时接电话，等疫情完全过了再说吧。

“虽然防护到位，但女儿家里还有外
孙，我可不敢去看他们。”李继平说，女
儿、女婿都是大学生，已经在云龙买房
定居；儿子在老家买了挖掘机，生意不
错。他想趁着自己还不算太老，再拼
几年，以后或是在宁波买个小房子，或
者回老家盖个房，反正退休前不打算
离开宁波。

事实上，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向家
人隐瞒了目前的新任务。“就说还跟以
前一样收垃圾，不想惹他们担心。”李
继平说，等疫情完全结束，他要先自我
隔离一段时间，再去好好看看外孙，才
一个多月不见，他肯定又长高了。董
文杰则想着，到时候要带些儿子喜欢
的书回去，再带女儿去趟上海，把病看
一看，或许能有一些转机。

记者从鄞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了
解到，防疫期间，全区2400余名环卫
工人坚守一线，在岗率90%以上。22
名环卫工人临危受命，接受这项强度
加倍、风险加倍的任务，他们义不容辞
地行走在“5号垃圾”收运的战“疫”线
上。截至2月 25日，全区已累计在
236个收运隔离小区和隔离点收运“5
号垃圾”5800余桶。

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李佳静

2月25日，是李继平和董文杰行
走在“5号垃圾”收运线上的第25
天。随着返岗返工人员增加，居家隔
离人员的数量进一步上升，完成所有
收运任务，大约需要10个小时。

为了不接触其他人，近一个月
来，他们每天早上7：15在邱隘浅水
湾小区的停车场碰面，7：30准时出
发。上午主要收小区“5号垃圾”，
赶在中午前运往洞桥垃圾焚烧厂卸
货、焚烧，完成车辆消毒；下午再返
回城区完成定点医院、剩余小区的
收集工作，紧接着再去一趟洞桥垃
圾焚烧厂，等结束作业返回停车场
大约是下午5点。

为最大程度避免不安全因素，
两人约定，工作期间不进食、不喝
水，尽量用早饭把胃“撑”满，等到
结束工作后，回到出租房里完成消
毒、搓两次澡，再吃第二顿饭。董
文杰喜欢吃米饭，早上出门前就用
电饭煲预约煮饭；李继平喜欢吃面
食，就备了一大包面条、饺子，过
个水就能吃。为了不给别人造成
麻烦，他们尽量避免和他人接触，
自己给防护服消毒、清洗、晾晒，上
下班路上也遮得严严实实的，避着
人走。

“我们的工作内容很单一，每到
一个点位，要先对垃圾桶消毒，然后
才能倒进收运车的投放口，结束后
再对投放口和垃圾桶消毒。”董文杰
说，如果一定要对工作做个概括，或
许只能用数字来体现：每天收100
多桶垃圾、消毒300多次，因为穿梭
在不同小区之间，每人每天要测40
多次体温，反正一天下来，浑身都是
消毒药水的气味。

他们印象最深的是启用“5号
垃圾”专线的头几天。当时疫情较
为紧张，2月4日宁波还颁布了“疫
情防控十二条措施”，每个小区基本
只留下一个出入口。“因为封路，很
多小区原先用于收运车辆通行的路
口都关闭了，尤其是老小区，路窄车
多，找路找得头都大了。”董文杰回
忆，“因为穿着厚重的防护服，心里
一着急，内衣内裤就湿透了，也不敢
擦汗，就只能这么熬着。”

说不害怕是假的

一天只吃两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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