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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怀英

2月21日早上10时 ，娃哈哈广元分
公司热灌装车间里，操作工朱运鹏正在
生产的第一道环节制瓶，车间里，三位
一体出口灯检、套标机、装箱机等有序
运行，车间门口，一箱箱包装完好的产
品整齐地运出车间。

错锋上岗确保员工安全
“我们从初二就开始复工了，第一

天有120名工人到岗上班，今天，全公司
有 208名工人上班。”采访中，娃哈哈广
元分公司党支部书记王静告诉记者。
她介绍，公司共有500余名员工，目前已
经近一半的员工回到岗位上。

为什么初二就复工？
“疫情特殊时期，市场需求急切，力

保供应，我们必须站好岗。”王静说。
去年10月，广元娃哈哈第二生产基

地竣工投产，娃哈哈集团在全国有70余
个生产基地中，广元基地成为仅次于杭
州总部的最大饮料生产基地之一。

10时20分，公司内2辆装满苏打水
的邮政车刚刚驶离电商发货中心。

电商发货中心工作人员张三长对
记者表示，正月初二复工后，公司每天
能生产 1.8 万箱苏打水，电商发货中心
则每天发货3000余件以上，主要供应川

东和成都市场。
记者在热灌装车间苏打水生产线

看到，19 位工人都戴着口罩，岗位距离
间隔较远。

“公司目前只复工了乳饮料生产
线、水汽生产线和制盖生产线，这样车
间一个班只需要 10 人就能完成生产。
如果生产八宝粥，车间则需要 200人左
右，生产果奶要 90人左右，考虑疫情要
避免人员高度聚集，所以暂缓八宝粥和
果奶生产线。”王静表示。

错峰就餐减少人员聚集
上午11时，车间的工人开始在食堂

吃饭，有200人上班的公司，此刻只有10
余人在食堂。

“我们实行错峰就餐，保证同一时
间在食堂里不超过30人，就餐时也会要
求大家间隔距离入坐，一桌只能坐一
人，桌与桌相隔 1.5 米。”公司后勤科科
长王文宝说。对比平日，疫情期间，食
堂的消毒措施更加严格，每餐餐具严格
高温消毒，食堂每天三次进行消毒。

在公司门卫室王开珍的登记簿上，
严格登记着每位外来人员的体温度
数。“每位员工进公司都要检查，必须戴
口罩，测体温。外来人员除了测体温还
要登记，并且必须要公司里的中级管理
人员来厂门口对接、签字后才能进入。”

广元娃哈哈错岗上班 错峰用餐

本报记者 刘慷 罗旌 文·图

水是生命之源，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后，广元市供排水集团一直战斗在
抗击疫情保障民生的第一线，全力保
障着广元这座城市24小时不停歇地安
全优质供排水。

在他们当中就有这样一群特殊
人：听漏人。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个

“神秘”的职业。所谓听漏人，就是借
助听音棒等工具靠听觉查找地下水管
漏点的工程师。哪里有地下管网，哪
里就有听漏工。

20日晚11点，记者跟随几名“听漏
人”夜行4公里，体验他们的特别工作。

地下管道“听诊师”
他们携带着秘密武器

生于 1966 年的黄平，是广元市供
排水集团一名即将退休的老党员，他
有着广元听漏第一人的名誉，36 年管
网巡查经验，12年听漏经验。

多年夜间巡检、测漏的一线工作，
黄平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
病。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考虑到他
的身体状况，单位领导没有安排他到
一线工作，可他又一次主动请缨，要求
加入公司应急保障组。

“听漏很简单，就是用耳朵听出水
管漏水的位置。”黄师傅说。该公司只
有4名听漏人，每天分2组在市区范围
内巡查，他们都是晚上12时上班，凌晨
3 时下班，因夜晚相对安静，能听到准
确水声。而白天也有一支机动小组待
命。

一根长约 150 厘米、直径约 0.8 厘
米的钢柱，顶端有圆盘状听筒，这是听
漏人必备的秘密武器听音杆。打开窨
井盖，黄师傅把听音杆插进自来水阀
门后招呼记者：“你过来听听。”

“没听到任何声音。”
“静心去听，再试试。”“听到一种

‘嗤嗤’声了，是不是这里漏水？”将耳
朵贴着听音杆上的听筒，记者听到了
轻微的“嗤嗤”流水声。黄师傅说，根
据这声音能判断出距这个阀门 6米处
有一个漏点。于是，另一名听漏人用
管线探测仪找出水管分布的线路并作
记号，再拿出听漏仪检测。听漏仪一

端连接耳机，一端犹如听筒，放在地表
能听到地下水管的流水声。“再听听，
和刚才的声音有什么不同？”“差不
多。可漏水的具体位置怎么判断？”学
着听漏人每走一步弯腰曲背侧耳倾
听，记者只听出水声强弱变化。

“刚才的声音里有石子冲击声、水
流与管壁摩擦声及渗水声。”黄师傅
说。其实，听漏人并非听力异于常人，
只是懂得分辨水压和水流声的频率，
从而分析漏点位置，这一切都是熟能
生巧的过程。

一个多小时过去，因为不停重复
着翻开窨井盖、弯腰听声、找到漏点打
钻等动作，在一旁跟随的记者已累得
腰酸背痛、汗流浃背。黄师傅说，听漏
人体力要好，头脑不能糊涂，如今地下
管线复杂，水管附近可能重叠着电缆
或煤气管道，打钻时若不注意，很可能
会导致触电或煤气泄露，那后果将不
堪设想。

孤寂的“夜行侠”
行为怪异常被当小偷

吴广森是黄平的徒弟，已工作近
10 年。他告诉记者，他们每天都要步
行4公里左右巡查，算起来差不多要走
4个小时的路。

“有时候为了抢修工作，要连夜查
漏点、打钻难免影响到居民，被人指责
是家常便饭。”吴广森说，还有许多人
不了解他们的工作，经常还有人破口
大骂。因为大多是在深夜作业，在一
些小区内进行听漏工作时，常常被人
认为行为怪异、居心不良，还曾有人打
过110报警呢。

工作结束，一般已是凌晨 3 时多，
卸下工作服回到家，躺在已入睡的家
人身边，他们有时还会为当夜的听漏
经历而失眠……

“现在疫情这么严重，你们供水集
团还坚守在一线，真是不容易啊。”面
对偶尔路过市民的称赞，黄平和他的
徒弟们笑了笑，又投入下一个巡检
点。记者从供水集团获悉，防疫线上，
两百多名供水人时刻准备着。“ 一方面
保证安稳用水，一方面提高服务让城
市生活更美好。”

三床的大叔这两天的精神都不
错。大清早，看到我们穿着嫩黄色的
防护服在病房内来来去去的，顿时来
了好心情，打趣一句：“今天衣服好亮
哦，在病房内都感觉已经到了春天了
呢！”

我抬头望了望病房的窗外，一个
通宵的忙碌后，窗外已经大亮。自从
到武汉支援以来，每天都是忙得天昏
地暗，竟也没发现窗旁枯枝已吐出了
星星点点的绿芽……是呀，春天已悄

无声息的来到了我们每个人的身边。
病魔在渐渐消除，全国除湖北以外地
区新增确诊病例已经连续第十六天下
降，疫情抗战工作快胜利了！顿时，
忘却了一夜的疲劳，对着 3床叔叔竖
起大拇指！叔叔加油！到时我们一定
共赏武大樱花，共览武汉长江大桥，
品尝美美的热干面！

新年辞双亲，儿女赴江城，
莫悲疫行处，入目尽是春。

（2月25日于武汉）

彭兰兰武汉日志 入目尽是春

深夜寻声深夜寻声““听漏人听漏人””

本报记者 李霞

“你下的单是四颗莲花白、六块豆腐
干、一桶菜籽油……”“不用下山，就能买
到价格合适又新鲜的菜，比平时还方便
哦！”2 月 24 日一早，在利州区白朝乡场
镇副食商店何勇超市里，老板何勇拿着

“菜单”，与前来取菜的魏子村村民范树
斌核对菜品。

往日只卖副食品的超市，缘何开始
卖菜了？原来，疫情防控期间，村民因出
行不便导致买菜十分困难，为托稳群众

“菜篮子”，白朝乡分上下片区设立两个
临时蔬菜水果“代购点”，而何勇超市便
是其中之一。

村民买菜难 “下单”来解决
“疫情这么严重，你们这是要去哪

啊？”“我去城里买点菜，去了就回！”这是
刚设置交通管控卡口的那几天，卡口执
勤人员与村民最常见的对话。

“我们发现，每天下山外出买菜的群
众依然有很多。”白朝乡党委副书记周韬
告诉记者，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乡
党委政府加大宣传力度，要求群众不要
外出。但地处大山深处的白朝乡，由于
村落分布零散，一直没有固定的农产品
交易市场，平日村民多在 18公里外的宝
轮镇购买蔬菜瓜果等日常所需。

既要方便群众生活，也要有利于疫
情防控。白朝乡党委经过慎重考虑，决
定将全乡 13个村分成上下两个片区，分
别在月坝村农夫集市和白朝乡场镇何勇
超市设立临时蔬菜水果“代购点”。

随即，白朝乡制定了蔬菜供应方案
和村民菜品需求表格，实行村民“下单”、
专人“采购”，采取由村民自行前往“代购
点”自取或各村安排专人送货上门等方
式，为村民提供日常生活需要。

专职“代购员” 跑腿勤服务
月坝富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刘学斌，

担任上片区“代购员”。2 月 24 日清晨，
天还未亮，他便怀揣村民的“订单”，驾车
前往宝轮采购。

“目前月坝景区停止对外营业，在家
也是闲着，就为大家出一份力。”刘学斌
说，合作社要求在做好物资保障的同时，
严格按照成本价销售，不赚老百姓一分
钱。

“既然老百姓信任我，我不能让他们
失望。”刘学斌表示，疫情防控期间，他不
能在其他方面为国家作贡献，但他保证
一定会尽力把“代购”工作做好，为村民
做好后勤保障。

来到宝轮批发市场，刘学斌根据“菜
单”上的菜品、数量，仔细挑选、打包装
车，“这个时候，村民过年买的菜差不多
已吃完，今天采购任务有点重。”采购任
务完成时，已经 8点过。他说，尽量早点
回去，不耽误村民按时“用餐”。

搬运粮油鸡蛋，摆放水果蔬菜……
而此刻，下片区“代购点”老板何勇一家

也开始忙碌了起来，将采购回来的物资
整齐摆放，戴着口罩的村民们陆陆续续
前来取菜。

便民又惠民 深得群众心
“以前买菜都是去宝轮，现在又近又

方便，我就不用跑那么远了，真是太好
了！”2 月 24 日，前来取菜的徐家村村民
邓沙，说起超市“代购点”，直竖大拇指。

“就是，不仅价格合适菜新鲜，菜品
种类还挺全，这是在照顾我们老百姓
啊。”魏子村村民范红接过话茬说。

“有了‘代购’，不用下山，买了就回
家。”白朝村党支部书记欧高全告诉记
者，临时“代购点”的搭建，既方便了村
民，又助力了防“疫”。

“蔬菜水果有近40个品种，根据老百
姓爱吃火锅的喜好，还丰富了冻菜的种
类。”深受群众信任的“代购员”何勇说，

“不能让老百姓失望，一要保证菜新鲜，
二要控制价格，三要品种齐全。”

村民“下单” 专人“采购”
——利州区白朝乡防“疫”便民两不误

郭蒙

“支援武汉，同事都想来！”2 月 24
日，剑阁县首批支援武汉医疗队队员魏
燕坪觉得很幸运，她和同事曹秋艳是全
院558名职工的“代表”。

一个多月来，剑阁县成立了抗击新
冠肺炎指挥部，全县专班专人无数个24
小时的通宵达旦，公安交警和路政人员
设卡盘查，全县干部职工分片下沉到户
摸排病患，包括魏燕坪和曹秋艳在内的
广大医护人员坚守岗位，才换得了地方
的平安。这也是魏燕坪和曹秋艳支援
和转战武汉时能够感到轻松的原因。

魏燕坪2018年取得护师职称，曹秋艳
2017年取得护师职称。“她们是医院的护
理骨干，尽心尽责。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曹秋艳不顾家中年迈病重的父亲，主动请
缨赴战疫前线。”剑阁县中医院院长窦炎章

说，为了让援汉队员尽快形成战斗力，医院
派遣骨干还让她们带着部分保障物资。

“这次疫情发生后，我在家里简直坐
不住，因为我是重症监护室的护士，身在
家里，但我的心早已经飞向了湖北！”魏
燕坪出征时激动地说。“我们21日晚到达
武汉，这两天正在接受培训，接下来就要
分到医院前往一线了。”曹秋艳介绍，她
们到达武汉后有许多新鲜又陌生的工作
要做，几乎没有时间接听家乡关切的电
话，公共空间的消毒，个人防护服穿戴的
再培训这些都在预料之中。

“请家乡的父老乡亲放心，我们在
这儿一切都好。这里的志愿者也会主
动帮助我们，相信我们一定会胜利！”面
对疫情，曹秋艳总是乐观。当谈及做好
自我防护时，魏燕坪说：“自己家人是手
心，武汉是手背，手心手背都是肉，为了
他们我都要好好保护自己。”

武汉和家人 手心手背都是肉
——剑阁县第一批支援武汉医疗队速写

黄平正在听漏黄平正在听漏

疫情期间疫情期间，，医院等部门是重点保障对象医院等部门是重点保障对象 用仪器检测用仪器检测

2003 年，非典，10 岁的何琼，天真
烂漫、懵懂无知、少不更事……

2008年，地震，15岁的她，“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已在心中扎根。于是在
身体里埋藏了一粒“萌芽”。

2020年，新冠肺炎，26岁的广元援
鄂医疗队、市中心医院 ICU何琼已先后
在市中心医院肝胆外科、肿瘤科、感染
科多个科室从事临床护理。

“医生，我会不会死？”这是她收的第
一位重症患者阿姨，40岁的她尽管呼吸
困难但非常费力向何琼讲的第一句话。

“医生，你别走，拉着我的手，我才
有安全感。”这是她收的第二位重症患
者，60岁的阿姨给她的再三恳求。

“医生，我可能活不久了，你稍空闲
时就来看看我，你太像我孙女了，我想
我孙女……”这是一位 70 岁左右的爷
爷带着无创呼吸机，一个字一个字咬着
牙说出来的……

“前几天，一位 60 岁的叔叔，氧和

仍然持续下降，我看到一个活生生的生
命就要流逝，而我能做的就是给予翻身
侧卧，没有多余枕头，患者本身也没力
气，她一手撑着患者，一手撑在墙上，维
持了 30 余分钟，当看到氧和从 64%上

升到86%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什么模糊
了我的视线，原来坚持真的就会有奇
迹。”电话中，何琼感叹道。

在这场战役中，90 后不骄不躁不
悔不退不惧，撑起了一片天。

敢于担当 勇挑重担的90后

连线武汉一线连线武汉一线连线武汉一线
本报报道组 // 赖琴芳 江涛 刘怀英 唐彪

本报讯（王运霜 记者 何泉）大
灾无情人有情。近日，在战“疫”关键
之时，市妇联汇聚社会爱心，举行了

“致敬逆行英雄”四送爱心活动，慰问
了市中心医院、市第一人民医院、市中
医院赴武汉45名一线医务人员家庭，
并向奋战在武汉战“疫”一线的我市医
务工作者们致以真诚地祝福和崇高的
敬意。

本次爱心活动由市妇联倡导发
起，得到了市巾帼创业互助会、四川四
海三联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大力支
持，共同为45名赴鄂战“疫”一线医务
人员家庭送去了米、面、奶、水果、鸡
蛋、茶叶、蔬菜等价值 20000余元的生
活用品爱心大礼包。医务人员家庭代
表曹礼家庭、何小蓉家庭、金明家庭现
场接受了慰问。

“您在前线为大家，妇联帮您护小
家。今后，妇联将持续开展关爱奋战
在战‘疫’一线医务工作者家庭的爱心
活动，确保逆行英雄们无后顾之忧！”
市妇联主席张敏说。

市妇联：

爱心致敬
确保战“疫”英雄后顾无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