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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有“编制”的环卫工
人，临时环卫工要苦得多，很少

有人愿意干。在许府巷却有这
么一个“临时环卫工人世家”。
这一家有11口人，竟有8人从事
环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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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饶崇芝的老伴领

着大儿子先到南京干起了环卫
工。“我领着其他三个子女也到
了南京，最小的闺女才10岁。我
们全家向居委会承包了建设新
村的清洁工作，一个月180元。”

全家住在一个沿墙壁搭着的
小坯房里，不足十平方米，没有厨

房，没有卫生间，但他们很开心。
“也算在南京有了个落脚的地方，
不用挨风淋雨了。”饶崇芝说。

承包的工资从180元涨到
了300元，又涨到了500元，可也
是只够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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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饶崇芝的四个子女相

继长大成家，媳妇和女婿也都
做起了环卫工作。二女婿王伦
今年35岁，“我是受我爱人影
响，当时我的单位不景气，下岗
了，她劝我也来做环卫工，我考
虑了几天，就干起来了。”王伦
说。如今，饶崇芝夫妇看厕所，

王伦在建设新村收垃圾，他爱
人则在许府巷扫路面。“我每个
月500元，我老婆750元，丈母娘
看公厕有300元。工资都很少，
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王伦说。
自从做起了环卫工，他就再也
没有交过朋友，以前的朋友也

都很少往来。
王伦说：“刚穿这身衣服，

就像里面有针在戳，混身不自
在。总觉得别人看我的眼光不
对劲。”王伦是个勤快人，平日
看见居民换煤气、搬重物都会
搭把手，居民也都客气，买些零

食送给王伦的孩子吃。时间久
了，王伦和建设新村的居民都
熟悉了。
“这里的居民都很友好，见

面都会跟我打招呼，让我感觉
很舒心。”王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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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环卫工人，还是被很多

人瞧不起。”王伦说，几天前，一
名中年女子带着孩子走在街上，
看见正在清扫大街的他，便“教
育”小孩：“看看，不好好学习就
像他一样，只能扫大街。”中年
女子的一席话，让王伦心里真不
是滋味。“我们不扫地，城市能

有那么干净的路走吗？”
尽管这样，王伦和岳父岳母

一家人还是乐意干这份工作。
因为他的女儿上了工人新村小
学，和城里的孩子一样。“一开

始，我还有很多担心，但学校里
的老师和同学对女儿都很好，女
儿很开心。”王伦憨憨地笑着说。

“来南京20年，没什么特别
收获，让我们欣慰的是，把孩子
们都带到了南京，几个孙子孙
女都在南京上学了。”采访结束
时，饶崇芝开心地说：“孩子们
的成绩都不错，我希望他们学
好知识，将来比我们有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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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南京市统计局通
报了今年前三季度南京经济

社会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
对南京市的“大钱袋”和老
百姓的“小钱袋”进行了一
番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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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统计局副局长夏

德智说，1-9月份全市地区
生产总值2362.1亿元，按可
比价格计算比去年同期增长
15.6%，延续了2003年以来
15%以上的快速增长势头。
而根据经济发展形势来看，
夏德智认为，全年地区生产

总值将首次跨过3000亿元
大关。

1-3季度，南京的“大钱
袋”明显比去年同期鼓了不
少。全市的财政收入456.23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30.6%， 同 比 增 幅 加 快

16.4%。地方一般预算收入
234.71亿元，增长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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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9个月，全市城市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15555.24元，比去年同期增
长了17.1%；农民人均现金
收入6680元，增长16.4%。
夏德智说，照这样的势头来
看，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
收入今年可突破2万元。

南京市城调队住户处处
长聂卫民详细分析了南京居
民“钱袋子”增收的几个构
成：工资薪金收入贡献最大，
1-9月达到了10890.45元，
比去年同期上涨13.8%；经
营性收入684.34元，涨了

31.5%；财产性收入164.93
元，上涨幅度最大，涨了
118.1% ； 转 移 性 收 入

5135.24元，上涨18.2%。尤
其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股

市红火让居民赚了不少，统
计数据显示，居民人均在股
息红利上的收入达到了
133.26元，比去年上涨了
1.49倍，据了解，股息红利并
非指炒股收入，而是从股市
中分得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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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显示，1-3季度受

价格因素影响，食品类消费
增长23.6%，其中粮油类消
费增长38.5%，肉禽蛋类增
长24.0%；与住房消费相关
的家电、家具和建筑装潢类
材料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事实上，今年以来的消费价

格指数涨幅较大，食品价格
“贡献”不小。在1-3季度居
民消费价格2.8%的涨幅中，
食品价格上涨了9.6%，带动
了价格指数上升了3.2个百
分点。也就是说，如果扣掉食
品价格上涨的因素，居民消
费价格指数中的其他项目平

均下降了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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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作为今年投

资的一个热点，前三季度投
资额344.77亿元，增长了
36%，高于全市投资额增幅
16个百分点。其中商品住宅
开发投资239.28亿元，同比增
长35.3%，占房地产开发投资
69.4%；经适房投资23.49亿

元，同比增长了1.2倍。
目前，经适房的建设力

度还在加大。三季度末，在建
的经适房面积为306.77万
�，增长93.4%，新开工经适
房 141.47万 � ， 增 长
108.1%。 ]^_`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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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昨日获悉，《南京市机

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管理办
法》将根据尾气排放标准对
机动车发放绿色和黄色标
志，并根据空气环境质量状
况，在某些区域对黄标和无
标车辆实行限行。
《南京市机动车排气污

染防治管理办法》将从今年
11月1日起施行。《办法》要
求，今后南京的在用机动车
将实行环保分类标志管理，
环保分类标志分为绿色和
黄色两种。绿色标志是尾气
排放标准在欧Ⅰ （包括欧

Ⅰ）以上的环保车辆；而黄
色标志车辆则是尾气排放

不达欧Ⅰ标准的污染车。根
据南京的大气环境质量状

况，还要对无环保分类标志
或者黄色标志的机动车采
取限制区域、限制时间行驶
的交通管制措施，而主城中
心，如新街口一带或将成为
重点限制区域。

此外，《办法》还规定，

对于超过国家规定的排气
污染标准和省市人民政府
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控制要
求的车辆，今后将不得上
牌，此条规定就将污染严重
的机动车拦在了外面。而南
京的本地企业也禁止生产、

销售和进口超过规定排放
标准的机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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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请您当一天环卫
工”，快报的倡议得到了广

大读者的支持。截至昨天下
午5点，我们接到了近100名
读者的电话。
“我给女儿报个名。”

家住白下区的房女士第一
个打进热线。她说，女儿今
年上高三。“平时只顾学习，
其他的事都不关心。让她参
加活动，是想让她亲自感受
一下环卫工人的辛苦，尊重
他们的劳动，从而自觉规范

自己的行为。”
年近60岁的市民苏悌

是“钟晓敏爱心工作室”忠
实支持者。几天前，“钟晓敏
爱心工作室”招募环保志愿

者，他就积极报名，热心参

与了。
苏悌告诉记者，他家住

秦虹小区，平时一大早就得
起床上班。“我再早，都比环
卫工人迟。”他感叹，他们真
辛苦，然而还是有人边吃东
西边扔垃圾。“快报举办的
活动很有意义。”他表示，周
日他会带着朋友和同事一

起去，“共同体验环卫工人
的艰辛，爱护我们的生活环
境，只有大家共同努力，才
能建设绿色美好家园。”

做餐饮生意的王鹏也报
了名。他说，他每天夜里9点
开始营业，一直要到凌晨6

天才打烊。每天天还没亮，
他就能看到街上默默忙碌
的环卫工人。“无论春夏秋

冬，无论刮风下雨，总能看
到他们忙碌的身影，我很佩

服他们。”王鹏说，“与几年
前相比，南京的环境好了许
多，这得归功于他们。”他希
望更过的人参与进来，让更
多的人都受到教育，养成不
随便丢垃圾和随手捡垃圾
的好习惯。

在南农大读大二的倪亚
茹报名是为了了解环卫工人
的日常工作，“南京很干净，
环卫工人很了不起，我想知
道他们是怎么工作的。”

加上在各个区环卫所报
名的读者，目前已经有200

多人要 “当一天环卫工”。
我们欢迎更多读者，加入这
项有意义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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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4点08分，窗外天

还没亮，骆春霞轻手轻脚
下了床，生怕吵醒丈夫。匆
匆洗漱完毕，她就出门去
了。44岁的骆春霞是鼓楼
区环卫所中央门分公司的
管理员，每天清晨4点半开
始，她就要往返于中央门

一带，巡查交通干道、公
厕、社区、中转站的总体卫
生情况。这一行，她从18岁
就开始干起了。

骆春霞生自 “环卫世
家”，父母退休前都是环卫
所的拖粪工，大姐和4哥也都

是环卫所的普通工人。骆春
霞的父亲骆家银今年85岁，
做了一辈子拖粪工，直到
1985年退休。骆家银笑着说，
一家8口就是靠拖粪换来的
菜养活的。“拖得多才能挣得
多，基本上我一天要拖50车

粪，没办法，我得养8个人。”
骆家银说。虽然吃喝不愁了，
但是掏粪工的工作在常人眼
里总显得不怎么体面。骆家
银印象最深的是，孩子们和
邻居的孩子互相打闹时，有
点小摩擦，邻居不分青红皂

白，就是一句：“瞧吧，拖大粪
那家的孩子又在淘气了。”

每到此时，骆家银只会
打自己的孩子，因为他深知

跟别人争辩，也是白搭，别
人有偏见就随他去吧。他常

告诉孩子：“我和你妈是靠
自己的劳动养活一家人的，
没什么丢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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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骆春霞初中毕

业，恰好环卫所招工，她心
想父母哥哥姐姐都是做环
卫的，于是也就顺理成章地
报了名。骆春霞的第一份工
作是在居民楼里收垃圾，拿
着大铁锹将垃圾一铲一铲
运上垃圾车，再推到垃圾中

转站。
刚穿上环卫服，年轻的

骆春霞很不自在。“我把口
罩拉得高高的，低头干活，不
敢抬头看身边的人。”骆春
霞说，除了戴口罩，她还戴一
个大大的帽子，把大半个脸

都遮起来，就希望全世界的
人都认不出她来。刚开始，骆
春霞连工资都不好意思领，
让爸爸代领。半年后，骆春霞
又扫起了马路，一扫就是7
年。骆春霞说：“干长了就不
害羞了，越干越起劲。1983

年，我们还成立了青年突击
队，8个人负责中央门一带所
有路面，每人4000多米。”
“辛苦是一方面，最痛

苦的是找对象有一点困
难。”骆春霞说，她和不少环
卫工人是事业编制，工资待

遇不算低，但很多人一听是
环卫工人，都不太愿意。“没
办法，我们一般都是自产自

销。”她笑着说，幸亏自己在
做环卫工人之前，就遇到了

一个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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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产后的骆春霞

调到垃圾中转站工作，“以
前清扫路面，灰尘特别重，
到了中转站，就是气味重，
臭哄哄的。”骆春霞说。

特别是夏天，垃圾发酵
后，气味刺鼻难忍。骆春霞
说，刚到中转站，即使戴上

厚厚的口罩，也会被臭味熏
得发晕。“说来也怪，时间长
了，即使不戴口罩，都闻不
出来臭味了。有的时候因为
忙，没空余时间吃午饭，我
就一边刷垃圾桶一边吃
饭。”骆春霞说。

2000年，骆春霞通过考
试，获得了鼓楼区环卫所三
牌楼分公司管理员一职。虽
然每天凌晨就要起床，夜里
才能下班，但骆春霞觉得这
份工作已经非常轻松了。

2007年，骆家银的退休

工作涨到1480元，生病住
院，医疗费还能报销。老人
家打心眼里开心：“我家两
代环卫工人，工作做得踏踏
实实，也活得开开心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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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暴雨、台风等恶劣天气来

临之前，你的手机上可能会
收到一条预警短信，提示关
好门窗，尽量少外出。近日，
南京市政府办公厅发布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气象灾害
防御工作的意见》，要求完
善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发布渠

道，采用先进技术手段，建立
可覆盖全市的预警信息综合
发布系统，达到预警信息发
布“最后一公里”的目标。
《意见》中提出要提升

气象灾害监测预警水平，
完善市、区县两级气象灾

害预测预报体系，做好灾
害性、关键性、转折性重大
天气预报和趋势预测；重
点加强台风、暴雨、大雾等
灾害及其影响的中短期精
细化预报和雷电、龙卷风、
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短时

临近预报。

如何将这些预报信息及
时地让市民知晓？手机短信

是一个重要途径。《意见》
中要求进一步完善气象手
机短信预警发布系统，并且
扩充城乡电子显示屏发布
系统和专业信息网站功能，
与社会公共媒体、有关部门
和行业内部信息发布渠道

相结合，通过多种方式及时
发布各类气象灾害预报预
警信息及简明的防灾避灾
办法。在学校、医院、社区、
高速公路、车站、码头、体育
场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设立
或利用现有电子显示屏、公

众广播、警报器等具备及时
播发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功
能的设施，努力扩大预警信
息覆盖面。还要加强面向农
村的气象信息服务，解决好
基层及偏远地区预警信息
不畅的问题，最大程度地减

轻气象灾害带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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