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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扛手提爬楼梯
迎着热浪送甘泉

□本报记者 王辉 文/图

每年最热的时候，是空调安装
工最忙也最累的时候。他们头顶
烈日挥汗如雨，在鹰城的楼宇间攀
高爬低，把清凉送进千家万户。7
月23日，记者跟随张建强等人，见
证了这项户外工作的艰辛。

一口气喝半瓶水

张建强今年41岁，原籍许昌市
襄城县颍阳镇东单庄村，18岁时来
到平顶山市区从事空调安装，至今
已有23年。

7月23日上午，张建强带着一
台分体式空调来到市区凌云路佳
田·塞纳城小区一家饭店的二楼。
同户主商定安装位置后，张建强拿
出一把电钻开始往墙壁上打孔。

1.82米的张建强身高臂长，动
作娴熟。打完孔，他又下到一楼，
在墙外测量空调外机的安装位置，
然后单膝跪地打孔，用铁锤敲打膨
胀螺丝。当时室外温度约35℃，汗
水顺着他的鼻尖和下巴不停往下
滴，T恤的前胸、后背早已湿透。每
敲击几下螺丝，张建强都会下意识
地用衣袖擦拭一下脸上的汗水。
其间，他拿起水瓶，一口气喝了大
半瓶。因为出汗太多，他一天要喝
七八瓶矿泉水。

张建强的长裤右膝处烂了一
个大洞，记者问他怎么不换一条裤
子，他笑答：“不要紧，这样凉快。”
约1个小时后，空调外机安装成功。

与此同时，张建强的同事张
磊、王奎等3人，在饭店二楼互相
配合安装空调室内机，在空调连接
管上缠绕胶带。

张建强说，用户在商场选购空
调后，由他们负责运输、安装。近段
时间，最忙时他每天能安装五六台。

前几天，市区建设路东段一家
公司购买了3台柜式空调，其中一
台要安装在该公司三楼车间里。
这台空调高2.12米、宽70厘米、重
69.5公斤，当时，张建强独自背着
这台空调上楼，楼梯仅有1米多宽，

而且空间高度有限，他每上一阶都
很困难，拐弯处更是难上加难。他
非常小心，万一碰坏空调，都是他
的责任。上至二楼时，同事王奎赶
到，在他的协助下，张建强顺利把
空调背上三楼。据悉，张建强背柜
式空调，最高上过七楼。

“苦点累点都不怕，就怕用户
不好沟通。”张建强说，比如按照女
主人的要求把空调安装在指定位
置，男主人回来后却要拆除重装等。

一根绳索保安全

有一次，张建强在市区开源路
中段广厦豫园小区一户12楼的居
民家装空调时差点失足坠楼。这
户居民装的是一台分体式空调，室
外机要装在飘窗旁边。

当时，张建强把安全带一头系
在消防栓上，另一头系在腰间，由
张磊在室内拉拽着安全带，他踩着
飘窗外边一处五厘米宽、两米多长
的水泥沿儿，走向飘窗旁边安装外
机。不料，他刚走几步，水泥沿儿
突然脱落，导致他双脚悬空。见
状，张磊连忙拉紧安全带，让张建
强的身体靠近飘窗。在靠近的一
刹那，张建强的膝盖撞破了飘窗玻
璃，接着，他双手抓住飘窗框架返回
室内。后来，两人设法安装了空调
外机，张建强又买来一块玻璃装在
用户家的飘窗上，对方很是满意。

张建强说，公司为他们都购买
了人身意外险。

如今，一些新建居民区，空调
外机都要装在百叶窗上。不过这
难不倒张建强，他曾多次去外地参
加培训，先后考取了高空作业证、
电工证、焊工证等专业证书。装一
台空调厂家支付 100元左右的报
酬，通常 3 人协作，安装费平分。
在高层住宅楼安装空调属于高空
作业，4楼以上加收高空作业费50
元/台，同一用户同一套房封顶200
元/次。

目前，凭借辛勤劳动，张建强
在市区买下一套房子，与妻子和两
个儿子过着安稳踏实的日子。

攀高爬低装空调
一身汗水换清凉

□本报记者 李霞 文/图

天越来越热，送水工也进入最
忙碌的时节。7月23日，记者来到
市区建设路与新华路交叉口附近
的平顶山市泉天送水站时，送水工
邵中伟正站在三轮车边，将空桶卸
下，再将桶装水一桶桶放到车上。
当天8时上班，到11时许，他已装
了两趟车，送出30多桶水。

扛着水桶爬楼梯

邵中伟今年46岁，从事送水
工作已有6年。装车完毕，记者跟
随邵中伟来到市区新华路北段一
小区。客户家住四楼，需要两桶
水。邵中伟用一对黄色小塑料提
手套住桶嘴，先将两桶水从车上卸
下，然后手里提一桶、肩上扛一桶，
爬起了楼梯。

见记者对黄色提手感兴趣，邵
中伟边上楼边说：“别看它小，用处
不小。一桶水近20公斤，提水爬
楼梯时，时间长了手容易打滑，有
它就好多了。”

上到第二层时，他的额头开始
淌汗，他坚持走到第三层，才将水
放在楼梯拐角处，扛起一桶先送到
四楼客户家门口，然后下来扛起另
外一桶送上去。等待顾客开门的
间隙，他的后背已被汗水浸湿。

“这么热的天，进来歇歇吧！”
“不了，下面还有客户等哩！”开门
的是一对老夫妻，对方热情地邀请
邵中伟进屋，他摆摆手，拎着两只
空桶离去。

“四楼不算高，最怕的是七楼、
八楼，到后来那几层真累人！”邵中
伟说，他们送水也分区域，客户多
在一些老旧小区，多层楼房居多，送
水基本靠爬楼梯。每天送水结束
后，他的肩膀、腰部、手腕都会酸痛。

紧接着，邵中伟骑上三轮车顺
着新华路一路往南，给劳动路一小
区的客户送水，到达新华路与矿工
路交叉口时，正巧对面是绿灯，本
应拐弯到矿工路上的他却顺着绿

灯继续南行。“虽说等红灯时间短，
可这个路口耽误几秒，那个路口再
耽误几秒，累积起来时间可不少。”
在邵中伟看来，送水也有小窍门
——送水前要先在脑中设计好最
佳送水路线，过十字路口时根据情
况随时改变路线；往车上装水时最
好多带几桶水，以防途中忽然接到
新订单；扛着桶上楼时不要慌也不
要急，均匀使劲可以省些力气；最
好戴着口罩，因为有的客户讲究

“卫生”……

又爱又恨是夏天

中 午 时 分 ，室 外 温 度 接 近
35℃，连送几单后，邵中伟将车子
停在劳动路南段一阴凉处，撩起衣
角擦了一把汗，随后从车座一角拿
出一个装满冰水的饮料瓶，一连喝
了好几口，然后拧上盖子，将饮料
瓶先后放在脸上、脖子上、胳膊上。

这是邵中伟和同事琢磨出来
的降温方式：每天准备两个空饮料
瓶，灌满纯净水放在水站内的冰箱
冷冻室冻成“冰块”，送水时轮流使
用。虽然公司准备有雪糕、饮料
等，但不如这个解渴，“冰块”饮料
瓶还可以用来为皮肤降温 。

“送水出汗多，冰水最降温，就
是不能喝太快、喝太多，对胃不
好。”邵中伟说，夏季送水时，有不
少客户看到他流汗，都会送上一杯
水或饮料，时常让他感到温暖。

在邵中伟看来，夏天让他又爱
又恨。进入三伏天，与许多同事一
样，邵中伟最不愿意看到“明天高
温”。但如果看不到“高温”字样，
他又会有些失落，希望天再热点，
这样订水客户会多一些，也能多赚
点。邵中伟说，其他季节每天送三
四十桶水，而夏季能送五六十桶。

“女儿在外地上大学，成绩不
错，就是学费生活费啥的花费多，
有时候送水累了，我就想想女儿，
浑身又充满了劲儿。”正说着，邵中
伟的手机响了，矿工路一小区有客
户要水，他马不停蹄赶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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