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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蒸10多个小时“桑拿浴”
——记煎药师的工作日常 本报讯（融媒记者 胡轩） 近日，石

柱镇塘花村党群服务中心锣鼓喧天。

原来，这是村干部们为张济桐、徐煜乔

（均考上浙江大学）和张宇翔（考上北京

邮电大学）而准备的。村里还给他们发

放奖学金。

值得一提的是，这三名优秀学子都

选择将村里奖励的奖学金捐赠给村老

年食堂。张宇翔说：“如果人太自我、自

私的话，学习再好也没有用。我们学习

就是为了回馈社会，为社会作贡献，把

奖学金捐赠给村老年食堂是我们回馈

社会的第一步。”

“学习就是
为了回馈社会”

三学子把奖学金
捐给老年食堂

蜜桃成熟了

社工解农忧
本报讯（融媒记者 吕晓婷） 日前，

西溪镇民政服务站收到下赵村桃农王

某的求助信息称，家中水蜜桃成熟，由

于年事高行动不便无法及时采摘。

为此，站迅速组织党员志愿者，从

水蜜桃的搬运、称重到附近配送，携手

合作。大家不仅帮忙采摘，还认购了不

少桃子。

志愿者们还当起义务“促销员”，一

方面通过微信群发动大家购买；另一方

面组织线下义卖，发动身边的亲朋好友

认购。通过几天的努力，大家为他成功

销售了150公斤左右的水蜜桃。

高温下的坚守

8 月 5 日 14 时，记者踩着点来到

市中医院煎药室。刚进门，就感受到

了扑面而来的夹杂着浓重中药味的

热浪。走进煎药区，又感慨外面的热

是“小巫见大巫”。

像蒸“桑拿浴”
环顾四周，记者发现煎药区摆着

3 台冷风机，头顶 10 余台吊扇呼呼转

着，但感受不到凉意。“这么热，怎么

没有配备空调呢？”面对记者的疑惑，

市中医院煎药室负责人刘天宇解释

道：“因为生产环境特殊，煎药室没有

安装空调。早上好一点，下午就跟蒸

桑拿一样。这会儿，医生才上班，拿

过来的方子不多，待会儿煎的药多了

会更热。”

记者了解到，近期煎药室每天接

收五六百个方子的药。7名煎药师，2

人负责打包，5 人负责煎药。忙时，

56 台煎药机、16 台打包机同时运作，

更是热上加热。一般而言，煎 1 个方

子的药所需时间 1 个多小时，也就是

说，煎药师每天要蒸长达 10 多个小

时的“桑拿浴”。

记者还发现，如今煎药室已实现

信息化管理，开单、配药、复核、浸泡、

煎煮、打包、配送，每一步都实时可

查。记者采访时，当天的方子就有近

400个。“以浸泡、煎煮两个环节为例，

根据有关部门下发的《医疗机构中药

煎药室管理规范》规定，待煎药物浸泡

时间一般不少于30分钟，一般药物煮

沸后要再煎煮二三十分钟。我们系统

里设置了规定时间，少于规定时间就

不能进行下一步操作，以此保证所煎

药的药效。这样就促使煎药师几乎一

天到晚处在热浪中。”刘天宇说。

稍有不慎会烫伤
已在煎药室工作了六七年的华

女士笑着说：“现在的自动煎药机温

度、时间都可控，还能自动挤压，确实

比以前方便很多。不过很多环节还

得依靠煎药师的经验来判断，如果把

握不好，药效可能大打折扣。”

说话间，华女士负责的一副药煎

好了。只见她熟练地打开盖子，将煎

药机里热气腾腾的药渣取出，将药液

导入一旁的打包机中，再麻利地将煎

药机清洗干净。她一边操作，一边指

着左臂上一道四五厘米长的疤痕说：

“看，锅炉这么烫，稍有不慎就会被烫

伤。”说着，她又蹲下，熟练地将煎好

的药液进行打包、核对，送往外间发

药配送区。然后，她又快步走回来，

将浸泡好的其他药物倒入锅中，开始

新一轮的“煎”守。

融媒记者 李梦楚

经济开发区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配套工程南四环东延一期（330 国道

至名园大道）道路工程项目进展一直

牵动着各方的心。连日来，天气炎

热，项目建设也“火热”推进中。

对“热火朝天”
有直观感受

8 月 5 日上午，记者驱车来到项

目部。“这窗户怎么是硬纸板贴的，怎

么挡住热浪？”记者犯了嘀咕。赵林

俊连忙解释道：“因为项目部临时用

地没有审批好，也没有通电，所以办

公条件简陋了些。但公司配备了发

电机，可以带动空调工作，让大家休

息时有个舒适环境。这里还有防暑

药品和饮品，保障工友们做好防暑降

温工作。”

一旁的施工现场，挖机、渣土车、

推土机、压路机来来往往，工人们挥

汗如雨，让人对“热火朝天”有了直观

感受。

骄阳似火的三伏天，却是施工的

黄金期。机械每天要运转八九个小

时，争分夺秒抢工期。施工员要不停

地穿梭在各个工点之间，合理安排人

员设备，确保项目按照规范和要求进

行施工，保证工程质量。记者直道辛

苦，赵林俊却坦率地说：“挖机等机械

都装有空调，施工员也能到空调房里

躲一躲，不过头顶烈日砌砖的工友们

更辛苦，他们周围可找不到一丝阴

凉。”

错时上班抗高温
检查井中，被太阳炙烤着的几名

工友个个皮肤黝黑发亮。“为避开高

温时段，工友们 4 时 30 分就出工了，

这样中午能休息得久一点，等到 15

时再开工。很多人感觉 9 时才开始

上班，但工友们已经工作 4 个小时

了，除了喝口水几乎没有休息过。砌

井时还要站在管道中间，管道里的热

风呼呼地吹过来，有时真感觉喘不过

气来。”工友张明泽笑着说。

鞋底快晒化似的
记者只在太阳下站了半个小时，

已感觉酷热难耐。低头一看，发现鞋

子已蒙上一层灰尘，完全变了个颜

色。

见状，一名工友分享了一件“搞

笑事”：“你这不算啥，前几天，我的皮

鞋不小心进了水，我想着放太阳底下

晒一晒，结果整个鞋底都快晒化似

的。”

临走时，赵林俊告诉记者，下午

工友们还要进行混凝土浇筑作业，

“满身灰尘、泥点，那才有罪受呢。”

融媒记者 李梦楚

市政工人在砌井

清晨出工满身灰尘挥汗如雨
——记市政工人冒酷暑抢工期

工作中的煎药师

本报讯（融媒记者 颜元滔 实习

生 胡潇悦）“这么热的天，还好你们及

时发现⋯⋯”日前，陈阿婆的家属向市

慈善总会雄鹰救援队队员们道谢。

这天，雄鹰救援队接到求救：前仓

镇后吴村一名 80 岁老人在中午离家后

失联。雄鹰救援队迅速组织多个小组

开展救援行动。

经过空中热成像排查，当天 21 时，

救援队队员在隔壁荆州村的一片水稻

田中发现了一处人体热源。救援队队

员通过实时定位，迅速找到了从 2 米多

高的田埂上摔下的陈阿婆。当时，陈阿

婆躺平在泥泞中，一动不动。所幸，经

医院检查，她虽有些皮外伤但无生命危

险。

八旬老人从2米多高
田埂摔下后失联

救援队员寻回

废弃矿洞变
“空调房”

室温稳定在18℃左右

本报讯（融媒记者 金星彤） 近日，

记者来到位于西城街道柘川行政村柘

坑自然村的“柘坑瑶境”。这里原本是

废弃的萤石矿洞，如今摇身一变，成为

市民夏日纳凉地的热门之选之一。

柘坑瑶境氧吧由钢筋和防火板构

筑而成，巧妙地将矿洞内的自然凉风引

入室内。炎炎夏日里，700 多平方米的

室内气温稳定在舒适的 18℃左右，仿佛

一个空调房。游客们表示，这里不仅凉

爽宜人，而且风光秀丽，是难得的避暑

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