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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邵阳日报讯（记者 黄云 通讯员
肖燕 雷霞） “让我们立志做有理
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
好青年，让青春在全面建设新大圳的
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4月15日
至18日，邵阳市大圳灌区管理局组织
近两年新进的 27 名工作人员，围绕

“寻找前辈足迹，当好大圳接班人”“传
承大圳精神”进行理论培训教育、交流
座谈，并到大圳灌区一线开展“寻找前
辈足迹、当好大圳接班人”实践活动。

活动期间，大家参观了大圳水库、

东风水库、大水江水库以及各二级水
管站、部分管理所，更加深入地了解了
灌区的建设史、发展史、职能职责、工
作环境等情况。通过实地查看，听取老
同志介绍，新同志亲身体验了大圳灌
区水利工程的魅力，感受到了前辈们
艰苦奋斗的精神。大家纷纷表示，将以
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扎实的专业知
识，为大圳灌区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书写青春华章。今后，该局将继续加强
人才队伍建设，为大圳灌区高质量发
展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市大圳灌区管理局

“ 充 电 ”赋 能 强 本 领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王秀丽
通讯员 李梅） 近日，邵阳市未成年
人保护中心举办的“少年儿童心向党、
关爱守护伴成长”周末公益课堂全面
开课，为全市8岁至16岁的未成年人
免费提供为期40课时的公益服务。

该公益课堂开设有党的二十大精
神、国防双拥、民族团结、未保法宣讲、
防溺水、防性侵、防拐骗、防校园欺凌
以及书法、围棋、陶艺、沙画、演讲与口
才等课程，为青少年提供优质学习交
流平台，提升他们的综合能力，促进其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我在这里上课

很开心。”偕进小学学生刘航兵表示。
市未成年人保护中心不仅注重

孩子兴趣爱好的培养，更在潜移默化
中增强孩子们的心理素质和国防意
识。通过组织学习“五防教育”，提高
儿童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增强
孩子们在面对灾害和意外时的自我
保护能力，为孩子们打造了儿童友好
发展空间，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通
过周末课堂‘爱的抱抱’心理团辅活
动，我收获很多，学会了更好地与同
学们相处，增进友情。”西直街小学学
生汤珍伊说。

未成年人周末公益课堂开课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王秀丽
通讯员 周芳东） 4月16日上午，市
财政局调研组来到洞口县岩山镇石仁
村调研乡村振兴工作。

2021年5月12日，市财政局驻石
仁村工作队正式进驻开展联点帮扶。
市财政局充分发挥自身力量和资源
优势，当好驻村工作队的坚实后盾，
帮助石仁村在提升村集体经济收入、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群众生产增
收、完善乡村环境治理等方面取得显
著成效。

当天，调研组一行实地考察了该
村和美乡村、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情
况，与镇村干部及村民深入交流，共同
探讨和美乡村建设方法与路径，强调
要聚焦村民需求，保留农村本土风貌，
因地制宜、找准方向提升院落整体水
平。要建立健全长效制度，坚持建管并
重，因村施策打造有亮点、有特色的治
理模式。要求驻村工作队在民生工程
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重点投入，大力
开展改厕、道路硬化修整等工作，全面
提升村容村貌。

市财政局

建 好 和 美 乡 村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波 通讯
员 朱茜） “有人在山上被树砸伤，
无法行动，急需救援……”4 月 20 日
14 时 17 分，新邵县消防救援大队接
到一则求助电话。一场艰难救援就此
拉开。

接警后，新邵县江南路消防救援
站迅速组织力量，奔赴事发地酿溪镇
潇黄塘村。由于受伤人员在山上，山间
道路崎岖，且没有公路，救援车辆无法
上山。在当地村民的带领下，消防救援
人员用时20分钟才抵达救援现场。

受伤人员为一名年约 60 岁的男
性，右小腿被树木砸伤，无法行动，现
场已有两名医护人员对其进行紧急包
扎。但因伤情严重，急需将其转运至山
下的 120 急救车上，以便送至医院接
受更好的救治。

因山路崎岖且雨后湿滑，现场指
挥员安排一组人员利用多功能担架将
伤者抬下山，以防出现二次伤害。消防
救援人员和当地村民一路披荆斩棘，
经过1 小时努力，将伤者安全护送下
山，成功转移到救护车上。

老人山中砍树不慎受伤，无法动弹，新邵消防——

披荆斩棘，转运下山

4月19日，国家柑橘产业技术体系专家团到洞口县调研指导柑橘病虫害

防控工作，对当前邵阳柑橘产业面临的新问题、新情况和布局木虱、黄龙病

监测点及柑橘砂皮病防控示范点建设提出宝贵建议，助力邵阳柑橘提质增效，

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 邵阳日报记者 黄云 通讯员 石莹 摄影报道

她她 立于瓦砾之中
——我市工地女性生存现状纪实

邵阳日报记者 黄云 易蓝

在大众看来，单调乏味
的工地并不是女性务工的好
去处，但工地带来的收入给
了她们直面生活的底气。她
们像钢筋水泥一样在工地上
坚挺着，经营着属于自己的
一方小天地。

雷淑容工作了一个多小
时后，负责塔吊指挥的黄金
云才开始忙起来。当天早上
下了场大雨，塔吊工作无法
开展，黄金云就一直在工地
上等着雨势转小。

今年 47 岁的黄金云从
事塔吊指挥工作已经 12 年
了，她和搭档 7 年的塔吊司
机张飞良，一个在高空、一个
在地面，共同见证着这座城
市“万丈高楼平地起”。“刚开
始，我们也会因为配合不当
互相抱怨几句。”张飞良回忆
道，后面通过互相体谅、慢慢
磨合，工作越发默契、效率越
来越高，一天能完成上百吊。

在行业内，像黄金云这
样的塔吊指挥员，有个专业
的名称，叫信号司索工。工地
上的建筑材料，几乎都由塔
吊“搬运”。信号司索工就是
塔吊司机的另一双“眼睛”。
她们通过对讲机，配合因位
置过高、难以观察地面情况
的塔吊司机将地面材料顺利
吊至高处。

我们看到黄金云时，她
正在握着对讲机，发出一道
道指令。“继续往右”“好了，
往 下 放 ”“ 停 ，现 在 可 以
了”……在黄金云的指挥下，
吊臂放下的长绳得以成功对
上铁栓上的挂钩，这就意味
着塔吊成功了一半。当一旁
的男工将绑好的钢管上钩
后，黄金云习惯性地扯了扯，
确保牢固后，又将对讲机放

到嘴边，边说边抬头，眼睛死
死盯着移动的钢管，直到钢
管消失在自己的视线中。

黄金云个子不高，平时
说起话来轻声细语，但碰到
一些不守工地规矩的工人，
黄金云也会“不留情面”。“吊
材料特别忙的时候，会遇见
非要抢着吊的工人；还有一
些工人为了加快进度，要求
一次性多吊些东西上去。不
同意的话，他们就会一直吵
一直闹。”沟通进行不下去的
时候，黄金云就会提高音量、
直接回怼。“该吵的时候还是
要吵，一旦出了事情，谁都不
好过。”黄金云说。

在从事塔吊指挥工作之
前，黄金云是一名酒店服务
员。相较于工地，酒店的环境
舒服得多，但为了每月多挣
几百块钱补贴家用，黄金云
毅然决定辞去酒店的工作，
自学一个月考取信号司索工
证后，便跟随丈夫来到工地
打拼。

因为要时刻关注塔吊和
吊钩的动向，黄金云几乎没
有进入室内躲避太阳的时
间，经常一站就是一整天。

“吊钩在哪里，人就在哪里。”
黄金云称，没有塔吊任务的
时候，她就去不远的树荫下
站一会儿，但这样的情况不
多，因此，在她看来，邵阳的
每一个夏季都十分炎热，每
一个冬天也都十分寒冷。

时针指向17时，工人们
结束了一天的疲惫陆续下
班，雷淑容则进入最忙碌的
时间段，直到最后一班工人
平安落地；黄金云收起手上
的对讲机，稍稍整理了一下
被安全帽压了一整天的头
发，等待着丈夫一起回家。

黄金云：像钢筋水泥一样坚挺

踏入工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由铁皮
搭建而成的简易休息区和办公区，穿梭于
铁皮房之间的则是一条廊道，终点消失在
不远处的建筑群里。伴随着机器的轰鸣
声，无数平面和立面被钢筋和铁板分割成
一格格，最终被一栋栋高楼填满。

当天 8 时许，在一栋近百米的高楼
外，雷淑容操作的工地电梯正缓缓下降，
随后稳稳地停在地面。待电梯载好材料，
她熟稔地按下启动键，推动摇杆让电梯
上行。这样的动作，雷淑容一天要重复 50
多次。

这台工地电梯外置于建筑主体，用于
协助物料和人员的垂直运输。电梯的镂空
设计便于雷淑容判断楼层的位置，但天冷
的时候，风也能轻易地灌进来。工地电梯
的电梯间通常被叫做“梯笼”，操作室、传
动机、电器箱等设施设备全部嵌在其中，
电梯只要一运作，巨大的轰鸣声便充斥整
个电梯间。“梯笼”作为雷淑容的工作空
间，将她的活动限制在了狭仄的几平方米
内，在没有运输任务的时候，她总会拿起
工具，将电梯底部铁板的泥土脚印和掉落
的材料碎屑打扫得干干净净。

不同于人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电
梯，工地电梯没有明确的楼层按键，需要
操作员通过目测选择停靠位置。十几年的
工作经验让雷淑容几乎每次都能让电梯
开口与楼层入口完美对接，但偶尔也有失
误的时候。面对其他工人脱口而出的“技
术不到家”的揶揄，雷淑容通常只是一笑
而过，然后迅速将电梯调整到合适的位
置。“工作中肯定是会受点委屈的。”雷淑
容称，由于工地一整栋建筑只有一台电
梯，工期忙碌时，电梯难以及时接应，而急
着赶工的工人容易将不满发泄到电梯操
作员身上。

在电梯入口的内壁上，贴着一张雷淑
容的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2012
年 8 月 25 日，这是雷淑容初次领证的时
间。在工地，电梯操作员往往是被男性主
动放弃的工种，一方面是收入较低，另一
方面是不够自由，但对于曾经在工地绑扎
钢筋的雷淑容而言，这已经是一个让她倍
感幸福的岗位了。

初涉建筑行业时，雷淑容才二十出
头，干的活却不比工地男性的轻松。90 年
代每天20元的工钱让雷淑容忍着汗水和
泪水在绑扎钢筋的岗位上一干就是十几
年，曾经水嫩的皮肤在烈日下晒得黝黑。
2010 年，雷淑容的生活有了起色，肩上的
压力也小了不少，恰好当时公司需要培养
一批电梯操作员，雷淑容就报了名，在接
受一系列培训后，顺利拿到了建筑施工特
种作业操作资格证。在电梯操作员的岗位
上，雷淑容有了时间和精力收拾自己，皮
肤也恢复了白皙，时髦的皮衣、鲜艳的口
红，成为了雷淑容惯常的打扮。往事暗沉
不可追，她知道今后的生活将会更加美丽
和精彩。

雷淑容：逼仄的生存空间

迎着黎明的第一缕曙光、扶摇直上、走进钢铁

铸成的“战场”，去攀爬、砌筑、检修、用一砖一瓦搭

起高楼。在多数人的印象中，工地总是与尘土、骄

阳、男工联系在一起，而处于钢筋瓦砾之间的女性

工人，似乎往往被忽略。

她们是怎样的一群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为

何选择来工地打拼？在男性主导的行业里，她们的

境遇如何？带着这些疑问，4月18日，我们撬开城

市一隅的围墙，走进双清区邵医大院项目建设工

地，也走进她们的生活。

黄金云在指挥塔吊。 易蓝 摄

雷淑容正在操作工地电梯。 易蓝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