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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直线，按顺序，不然看起来就
会凹凸不平。”2021年12月23日上
午9时，中华路路北的一家新建小区
内，龙蓬娴熟地刷着涂料，边给自己
的员工演示，边告诉他们刷墙的小技
巧。

受疫情影响，工地一度停工，干
了 27 年装修工的龙蓬，依然选择了
坚守本行。对于很多装修师傅来说，
多年来学的手艺让他们心里很踏实，
他们相信会有用武之地。

龙蓬来自安徽桐城，14岁就跟着
师傅学习技艺。“那时候流行自己打沙
发，为了学这门手艺，我还在沙发厂待
过。”龙蓬说，自己干到现在还能一直
坚守，主要是不想轻易放弃辛苦学来
的手艺。

2007 年，因为爱情龙蓬定居聊
城，经过十几年的打拼，凭着好手艺
和口碑，他在聊城积累了很多人脉。

“我开始给工地做样板房，后来跟着
安徽桐城的老乡一起干装修活，慢慢
融入聊城这座城市。”2015年后，龙蓬
开始组建自己的装修队伍，带着七八

个人，平均一个月能接 3 到 4 个单
子。“我不多接活，担心质量保证不
了。”龙蓬说，他会见缝插针地奔波在
几个工地，合理调度，进行刷漆、安装
灯饰等。

孙立明今年 39 岁了，跟着龙蓬
干木匠活有12年了。“从早上8点一
直干到下午6点收工。”孙立明说，除
了擅长木工，他熟悉了家装的所有工
序，拆旧、吊顶、改水电等也都得心应
手。

跟着孙立明的学徒是30岁的乔
连刚，他干木匠活也有七年了。他
说，很多人都说干装修的以60后、70
后居多，其实80后、90后也不少。“我
心里牢记着老一辈人说的一句话，吃
手艺活儿的饭最踏实。”乔连刚告诉
记者，他曾经去过工厂上班，最后还
是选择了他热爱的装修行业。

“疫情对这个行业的影响非常
大，停工也给我带来了一个思考的机
会。要想更好地发展，无论是设计还
是施工，专业化、标准化是未来的发
展方向。”龙蓬说，2021年，他最大的
收获是当年 4 月份注册了自己的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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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人新年心愿：希望疫情尽快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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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班晓娟 程传阳

“老房，又来小区里发什么呢？”“王大
爷，您晒太阳呢！我来给大家发放‘崇尚
科学 反对邪教’的挂历，您看，咱们党治理
的国家这么好，咱可不要偏信邪教啊！”
2021年12月30日，东昌府区八一社区网格
员房多忠热情地跟石油公司家属院的居

民王先生寒暄，并将挂历递到他手上。

居民心中的“照明灯”

在九月中旬的巡查中，房多忠接到居
民反映，“小区里路灯太少，晚上出行看不
清路，特别不方便，有老年人还曾因此摔
倒。”房多忠经过多方了解和考察后，将这
一情况汇报给社区。社区书记王辉了解
后，与小区物业、施工人员多次协调，最终
在小区合适的位置增加了三盏高亮度的
照明灯。现在，夜晚走在小区里路灯很
亮，居民都拍手称赞，“八一社区为人民群
众办实事，社区书记王辉和网格员房多忠
就是俺们老百姓心中的‘照明灯’！”居民

自发地向社区送来了锦旗表示感谢。

创城工作的助推者

近期，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工作
中，房多忠发现小区内的非机动车和机动
车乱停乱放现象比较严重，“乱停乱放，不
仅影响了小区的美观和居民出行，更不符
合创建文明城市的要求。”于是他将这一
情况及时上报给社区领导，经社区研究，
决定给该小区施划车位。房多忠根据居
民的需求，协调施工人员进行作业，细致
到电动车、三轮车、机动车各车位的施划，
现在该小区内的各种车辆停放井然有序。

居民身边的贴心人

不论是反诈App推广、业主委员会入
户选举、反动宣传品清查，还是创城工作，
不论多繁琐，压力多大，房多忠始终兢兢
业业，毫无怨言，大家称赞他是小区群众
的贴心人。

小区内的一名老党员唐金风还为房
多忠写了一首《赞网格员老房》的诗。

“这不是我个人的荣誉，是我们网格
员的荣誉，我也会再接再厉，继续扎根在
石油公司家属院，干好本职工作，真正打
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对于居民
的高度评价，房多忠谦虚地说。

网格员房多忠有多贴心？

小区老党员写诗赞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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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之后，聊城气温骤降。为城市建设增砖添瓦的建筑工人，依然不畏严寒，夜
以继日地奋战在工地现场。对于2022年，他们有怎样的期盼？2021年12月21日，
在柳园南路和湖南路十字路口东南角的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聊城新旧动能转换
项目部，记者对几位建筑工人进行了采访。

来自吉林省吉林市的肖仿赫，今年31
岁，主要负责塔吊维修。“因为疫情的缘
故，我一年多没回家了，想家时会给家里
打个电话，问问家人的近况。”肖仿赫希望
今年能回到父母身边过年。肖仿赫说，为
了保证施工安全，开工之前13台塔吊都要
检查一遍。塔吊工危险系数高，也最能体

会严寒酷暑。“近三年，我主要负责塔吊的
维修和安全管理，之前有7年开塔吊的经
历，是整个施工现场坐的位置最高的人。”

“塔吊工作带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孤
独。由于是高空作业，连个说话的人都没
有。”肖仿赫说，每次在塔吊作业时，他都会
在心中不断提醒自己，一定要全神贯注。

“孩子慢慢长大了，以后有很多地方
需要用钱，家里正在盖房，我想多赚些钱
存起来，让家人的日子越过越好！”聊城人
葛志彬腼腆地说。

葛志彬在工地上主要负责绑钢筋，工
作挺辛苦，“钢筋要捆扎得均匀工整，我在
工地一蹲就是一天，这项工作对钢筋工的

手指灵活度和腿的耐力都是非常大的考
验。”

“这一行太辛苦了，我不希望孩子再
走我的路。我想多赚一些钱，把孩子培养
好，让家人生活好一些。”葛志彬说，他一
般从早上六点半忙到下午五点半，这个季
节钢筋冰凉，夏天时会热得烫手。

“这边有一百多名工人，包括瓦工、木
工、钢筋工、电工、水暖工、焊工、设备维修
工等，工种比较齐全。”项目部安全员郭明
周说，他来自河南安阳，今年50岁，已从事
建筑行业30多年，他干过很多工种，最初
是跟着工友一点点地学，后来自己边找老
师边摸索，练就了不少好手艺。

郭明周说：“疫情影响了生活、工作的
方方面面。目前这个项目大概2023年完
工，现有工人主要来自河南、东北等地区。
年轻人都不愿意做建筑工，招工很难。在
招募工人的时候，来自疫情高风险区的项
目部也不敢使用，这让招工难上加难，有的
工种青黄不接，希望疫情尽快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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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奥密克戎变异株
我们该做好哪些防范？

面对奥密克戎变异株，该做好
哪些防范？日前，天津市新冠疫情
防控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天津市卫
健委主任顾清表示，虽然这个病毒
株会不断出现变异株，但是，对于这
种疾病的预防方法基本都是一样
的。作为群众，我们应该配合政府、
配合当地各个管理部门，落实防控
措施，这是最关键的。一旦有发热

和呼吸道症状，不要乘坐交通工具，
要尽早地到发热门诊去就诊；在面
对流行病学调查的时候，大家一定
要实事求是地把自己前 14 天的旅
居史如实地跟防疫人员进行阐述，
不能有隐瞒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我
们积极配合的，同时还要主动做好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据央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