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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每天感受近 60 摄氏度温差，短袖和棉大衣随时轮换

高温下的“冷”职业：一日即四季
阅 读 提 示

带动解决4800多人就业问题，荣获“全国优秀农民工”称号

打工妹何以逆袭成为家政“女王”？

追梦·我的奋斗G

本报记者 李国

本报实习生 李俊

酷暑时节，有一群人裹着军大衣、戴着

防寒帽，每天工作在零下 18 摄氏度的寒气

中，感受着近 60 摄氏度的温差，体验从夏

到冬的“乐趣”。

“跟高温下辛苦的工作相比，我们已经

很幸运了，完全感受不到酷暑，而且一年四

季都可以领取到低温补贴。”冻库师傅乐呵

呵地说。

冻库内外冰火两重天

进入 8 月，重庆气温连续挺进 40 摄氏

度，而冻库工人却穿着棉袄在工作。重庆

主城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冻库，在食材

来到市民手中之前，冻库工人们默默从事

着大家看不到的低温工作，只为满足顾客

的一口新鲜和美味。

8月5日清晨8点，烈日当空，重庆依旧是

橙色高温预警。记者走进位于重庆南岸区南

湖支路的渝南冻品交易市场看到，32岁的冻

库工人陈劲迎来了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

渝南冻品市场是全国规模最大的火锅

食材集散地市场，烈日下，室外温度将近

40 摄氏度，穿着棉裤和短袖的陈劲格外惹

眼。不停地出货、搬货，陈劲的衬衣已经湿

透，由于随时要进入零下 18 摄氏度的冻

库，他的手里拎着件绿色的军大衣。

记者在现场看到，尽管外面是盛夏酷

暑，但冻库里的顶部已有一层厚厚的冰碴，

就连每个区域的隔离网上也包裹了一层冰

晶。搬运货物的手推车在冰面上来回穿

梭，留下一道道痕迹。陈劲表示，走在这样

的地面上需要特别小心，否则可能滑倒。

“我们的工作服一般要穿三四层。”陈劲

告诉记者，因为冻库温度太低，所以保暖很重

要，一身衣裤约有 5 公斤重。尽管已经做足

了保暖措施，陈劲进入冻库理货一段时间后，

鼻子、耳朵也被冻得通红。

陈劲介绍，出货多的时候，板车上垒起的

冻品比人还要高，在烈日下搬货，棉裤都要湿

透，也有零售顾客只买一盒虾，他也要进冻库

出货。有时，冻库里太冷，手会被冻僵，就到

外面“暖和”一下。

从冻库出来，由于温差的缘故，皮肤会有

灼热的感觉。每天需要多次穿越近 60 摄氏

度的温差，面对这冰火两重天的考验，陈劲表

示：“我们都习惯了。”

与冰为伴仍满头大汗

一块冰砖长约 65厘米，重约 50斤，搬运起

来并不轻松，重庆冰冻厂工人刘平弯着腰，一

块一块将冰搬运出去，搬完一轮，还来不及歇

息，就又有新一轮的冰块“送”了过来，如此反

复，不到 10分钟，他的额头就起了汗珠。“虽然

制冰车间凉快，但我们是干体力活嘛，肯定还

是要流汗，不过这比我以前在煤矿的工作环境

轻松多了，也不用晒太阳。”他说。

在低温环境下工作与常温会有什么不

同？刘平介绍，在低温状态下，人体的灵敏度会

下降，所以安全很重要。如果身体感觉不舒服

的话，工人们会出去透口气再回到车间里继续

工作。如果有人感冒了，可以与在室外搬货的

工友调班或是请假，一整天都不进制冰车间。

“尽管做了保暖措施，但依然不宜久呆，工

人通常 20 分钟左右就会出来一次，在常温中

回暖。”刘平表示，除了要克服低温环境，制冰

车间外的炎热天气也会让人感觉很不舒适，到

室外前需要“缓冲”片刻，以待身体适应。

连续高温天气使冰块供不应求，冰厂老板

只能无奈向部分用户“赔不是”。记者采访时，

冰厂相关负责人陈女士前前后后接听了 10多

个电话，来电的都是购买冰块的客户，购买用

途也多用于蔬菜和海鲜的保鲜。“今天不行，最

早只有等到明天了。”陈女士回复。

陈女士告诉记者，连日来由于天气炎热，

冰块的销量也多了起来，随着市场需求的扩

大，单价也从 4 元涨到 6 元，而且仓库里早已

没有“存货”，只能现制。

“最近销量大，我们工人的工作时长也会

适当增加，同时厂里也给我们增加了工资。”

刘平笑着说。

安全和防疫要放在第一位

“由于冻库内外温差六七十摄氏度，稍不

注意就极易感冒。”41 岁的梁正文来自重庆

万盛经开区农村。从海领（临空）国际农产品

交易中心 2019 年开业，他就在这里开叉车，

主要工作是将运来的冷冻食品送进冻库保存

和将需要取出来的冻品运出来。

梁正文告诉记者，在进入冻库前，他会

仔细检查身上的装备，棉鞋、棉帽、手套、护

膝，这些都不能少。“进入冻库后，寒气不断

往身体里钻，所以这些装备一定要穿好，戴

上棉帽后耳朵就温暖多了；而护膝可以保

护关节，避免受到寒气侵袭。”梁正文说。

“冬天还好，夏天就难一些，一出冻库

大门，棉衣上很快就挂满了水珠，必须立即

脱下来在太阳下晒晒。”梁正文告诉记者，

自己以前在广东、福建都打过工，为了照顾

家庭，近两年回到重庆打工。“目前每个月

工资 4500 元，外加一些奖金，总体还是比

较满意的。”

搬运工詹辉来自四川宜宾长林县，曾

在老家做过木工、泥瓦工，2019 年来到海领

市场成为一名搬运工。他告诉记者，当搬

运工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安全，由于冻库内

温度低，身上穿得厚，因此取放货物就要特

别注意，以防货物从货架掉落砸伤人。

“我家里有 2 个孩子，还有父母等一大

家子人，因此很看重这份工作！”詹辉表示，

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他和工友们一样都非

常注重安全，严格按照管理规定，棉大衣尽

量不离身。尤其是疫情期间，更要注意防

护，保证自己不发烧感冒。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海领市场是由

重庆海领实业有限公司打造的重庆三北

（江北、渝北、北部新区）地区唯一的大型综

合性农产品批发市场。市场负责人告诉记

者，进口冷链食品的防控工作是海领市场

疫情防控环节的重中之重，所有进场的进

口冷链食品必须持“三证一码”，不符合相

关规定的冷链食品市场拒绝接收入库并定

期进行环境消杀，保障市场冷链食品安全

以及冷链工人的安全。

一边是酷暑，一边是零下 18摄氏度的工作环境，每天感受近 60摄氏度的温差是什么

体验？在高温下，有一群低温劳动者，他们身上的短袖和棉大衣随时轮换，一天之内即可

感受四季。

本报记者 杨明清 张嫱

本报通讯员 孙圣南

从一名出身农村的打工妹到家政“女

王”，山东省青岛市文凤家政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文凤靠自己“蹚出”了一条成功路。如今，

张文凤不仅手握高级月嫂、高级育婴师、培训

师等“金字招牌”，还解决了 4800多名农民工

和下岗工人的就业难题，今年更是获评“全国

优秀农民工”荣誉称号。

“虽然我是农村来的打工妹，但一样可以

闯出一片天地。”张文凤说。

重新择业：把客户当朋友

22年前，张文凤任教的山东省临沂市沂水

县高桥镇阎家宅村适龄儿童逐渐减少，不是正

式教师的张文凤离开了自己热爱的教师岗位。

“那是一段迷茫的日子，留在当地就业机

会非常少。”2001 年，张文凤决定到山东青岛

闯一闯。初到青岛，张文凤在农贸市场卖起

家乡的手工布老虎，但布老虎不是生活必需

品，没过多久便没有了生意。

偶然一天，张文凤看到关于家政招聘的

广告，萌生了试一试的念头。回忆起刚入户

的经历，张文凤直言：“可别小看家政这个行

业，里面的门道和学问多着呢，咱们得适应不

同客户的需要，让客户挑不出一点毛病。”

2011 年，青岛市崂山区一家客户急需育

婴师，可公司派去的员工都没被录用，张文凤

决定试一试。原来，客户家里有一个孩子不

爱吃饭，很容易生病。初到客户家，张文凤发

现，孩子作息时间和饮食结构不科学，所以入

睡慢，容易惊醒，体质也不好。

作为家政服务人员，张文凤本可以做好

自己的本职，按照客户的习惯工作即可，但是

张文凤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提高孩子抵抗

力。她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孩子制定了

循序渐进的健康饮食计划。慢慢地，孩子胃

口越来越好，抵抗力也提高了。客户十分感

激：“张阿姨，我们全家都要感谢您，多亏了

您，孩子才能这么健康快乐。”

艰难创业：总想再坚持一下

“虽然自己是外来务工人员，从事的是服

务行业，但我相信通过勤劳的双手一定可以

改变自己的命运。”张文凤说。

2012 年 3 月，三替家政服务公司辗转联

系到张文凤，聘请她做培训讲师兼业务主

管。张文凤毫无保留地将十几年的理论知识

和实践经验传授给学员，也因此结识了很多

志同道合的姐妹。

一年后，张文凤萌生了创业的想法，她果

断辞职，开启了新的旅程。没有任何背景，也

没有启动资金，创业初期的艰难可想而知。

一筹莫展之时，青岛市北区工会干部告

诉张文凤，青岛出台了很多帮扶小微企业的

减免政策，在这位工会干部的帮助下，张文凤

很快在零工市场申请到合适的办公场地。

办公问题解决了，张文凤又面临招工和

客源的压力。“那时候，我没事就去发宣传页，

每个周末都回老家动员姐妹们来青岛打工。”

刚开始，张文凤怎么都打不开局面，也

质疑过自己是不是不适合做管理者，但她总

想再坚持一下。两个月后，情况出现了转机，

张文凤接到了第一单，随后又有了第二单、第

三单……凭着客户口口相传，积累了越来越多

的客户群体。

“创业以来，我每个周末都会组织员工培

训，客户满意度提高了，员工的待遇自然也就

提高了。”张文凤说，近几年她培训的 500 多

名学员拿到了专业技能证书，公司首席月嫂

最高月收入可达 1.5万元。

感恩回馈：愿意帮衬一把

随着事业日渐有了起色，张文凤还帮助

越来越多的姐妹走出困境，实现经济独立。

今年 7 月，正在客户家服务的王吉双接

到公公突然去世的通知，急需赶回老家。当

天下午 5 点多，得知消息的张文凤一边联系

客户说明情况，安排新员工交接工作，一边让

自己的丈夫开车送她回家。“我本来想打车，

可张姐说什么也不同意，怕我一个人不安全，

来回将近 500公里，真不知道怎么感谢她。”

而张文凤却说：“大家都是从农村出来的，

出门在外互相帮衬一把，难处就没那么多了。”

这些年来，为了减轻员工的生活负担，张

文凤为所有员工缴纳保险、免费体检、统一安

排食宿，只收取部分水电费，为 4800 多名农

民工和下岗工人解决了就业难题。

“我的能力虽然有限，但是我愿意尽己所

能，帮助更多的人。”张文凤说。

巧手青年
变废弃轮胎为雕塑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我们多年在青藏

高原建筑工地打工，很少主动去医院体检，现

在工会组织提供免费体检，让我们更了解自

己的身体情况，工作起来也更放心。”8 月 5
日，中建八局西北公司西宁项目建筑工地架

子工张师傅在工地完成体检后高兴地说。

当日，2021 年青海省万名农民工免费健

康体检活动在中建八局西宁北川万达广场项

目建设工地启动，青海省总工会将为 1 万名

包括生态管护员、环卫工人、货车司机、快递

员、建筑项目农民工等开展免费健康体检活

动，为每位农民工发放 600 元的免费健康体

检卡。每名农民工持健康体检卡到指定医院

进行肝功、肾功、血脂、女性两癌筛查等 15项

免费体检，检查项目基本涉及身体各项指标。

“举行全省农民工等职工群体免费健康

体检活动，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

实事’活动的生动实践，也是省总工会为职工

办十件实事的服务内容之一。希望广大职工

在辛勤工作的同时，时刻注意身体健康和人

身安全，不断提高自我健康保护能力，以健康

的身体和充沛的精力投入各项工作中。”青海

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陈志忠说。

据介绍，青海各级工会最大限度把农民

工吸收到工会中来，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

农民工就业、工资、医疗、社保等工作，不断提

升农民工生活品质，在全社会积极营造尊重

农民工、关爱农民工、服务农民工的浓厚氛

围。青海省总工会还将组织医疗队深入到全

省偏远州（市、县），为当地的农民工和快递员

开展“上门”免费送健康体检活动。

青海启动农民工免费健康体检活动

8月10日，曹胜歌在为其创作的轮胎雕塑上色。现年31岁的曹胜歌是河北省邢台市信
都区皇寺镇潭村人，平面设计专业毕业后，他发挥专业特长开始了轮胎雕塑创作。从2015
年至今，曹胜歌已回收50多吨废旧轮胎，制作了众多轮胎雕塑，他希望以后能举办废旧轮胎
雕塑展览，传递艺术之美和环保理念。 新华社记者 牟宇 摄

本报记者 刘旭 本报通讯员 李卫东

“春节后第一次见到媳妇和儿子，还一起旅游、做游戏，这

一个星期过得别提多高兴了！”在江苏苏州地铁 6号线做钢支

撑的、来自安徽省怀远县褚集镇池庙村的苏刚谈起中铁九局

一公司开展让“小候鸟”飞去工地与父母欢聚活动非常激动。

公司副主席石洋告诉记者，这项活动已在 12个项目部开展了 3
年，有 100多个“小候鸟”飞到工地与父母欢聚，缓解了在工地

施工的农民工思念亲人之苦。

据了解，中铁九局一公司在贵阳、郑州、苏州、新疆、四川、

山东等地都有在建工程，旺季时在工地施工的农民工有 5000
多人。因为施工有季节性，且有工期要求，好多农民工一年、

半年都不能与亲人团聚一次。从 2019 年学生放暑假起到今

年 8 月，公司连续 3 年开展让“小候鸟”飞去工地与父母欢聚

活动。每次活动定为一周，由项目部负责安排食宿，安排活

动，如组织“小候鸟”参观项目所在城市科技馆、文化馆、博物

馆，高校等，让职工子女了解多种文化、城市发展，增长见识；

组织职工和子女制作亲情座右铭、DIY 手工等形式装扮办公

桌、电脑台，美化个人操作工具等，感受浓厚的亲情；组织职工

及子女通过拍摄、手绘全家福等形式在宿舍门牌、房间规定区

域装扮温馨幸福的工地小家；组织“小候鸟”走进安全体验区、

VR 体验馆，参与群众安全生产监督工作等活动，通过安全防

护体验、观看安全演示、佩戴“临时小群安员”袖章等形式，让

职工子女学习安全知识，提醒父母遵章守纪，强化安全责任意

识等。

苏刚告诉记者，今年 33岁的他从 2019年就在苏州从事地

铁工程，辛苦点倒没什么，最难耐的是想家、想亲人。“这次和

妻儿一起参加的活动，对我们来说太珍贵了，妻子也很开心，

鼓励我在这好好干。”苏刚说。

快乐夏令营让“小候鸟”感恩父母
本报讯（记者李国 通讯员 朱骏陶）“妈妈，看到你的工作

环境后，我才知道你很辛苦，为这个家付出了许多，我爱你！”

“我是第一次来参加夏令营，认识了好多朋友，学了很多知识，

还拍了很多美照，感谢我亲爱的爸爸”……近日，一场名为“爱

在身边、化茧成蝶”足乐有道员工子女研学营感恩活动及闭营

仪式在重庆举行。

足乐有道所在的重庆渝乐健康管理公司，员工大多为进

城务工人员。老板聂荣萌生出为这些员工的孩子们举办研学

营的想法，并决定由公司来补贴活动主体费用，员工只需缴纳

500元即可报名。活动一推出，便受到公司员工的热烈追捧，

不到一周就吸引了 22个适龄亲子家庭报名。

聂荣告诉记者，技师群体大多只有小学和初中文化，为了

让孩子们得到更好的锻炼和发展，夏令营还专门聘请 3 位带

队老师，每天安排不同的活动。

“5天的行程里，孩子们吃、住、行、游都是老板买单，这些

山里娃，第一次来重庆，见识了很多，也学到了很多，还领到了

服装、玩具。”足浴按摩技师陈女士激动地表示，希望这样的活

动每年都能举办。

“小候鸟”为父母打扮工地小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