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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弘剑

5日下午3点，烈日高悬，在

广厦大学木雕小镇校区项目钢筋加

工区施工现场，钢筋工韦昌勇和工

友们挥汗如雨。

韦昌勇的工作任务是把钢筋抬

到切断机上切断，再整齐码放，循

环往复。“天气太热了，连电风扇

吹出来的都是热风，钢筋太烫，得

戴着手套作业。”韦昌勇说。

当天下午，手机显示气温已达

40℃，而暴露在烈日下成堆的钢筋温

度只会比这个数值更高。裸手去触碰

钢筋表面，很容易烫伤皮肤。而就是

这堆被太阳晒得滚烫的钢筋，韦昌勇

每天要搬五六吨，机械式的搬卸动作

每天要重复上百次。由于身材瘦小，

韦昌勇坦言，每抬一次钢筋就要用上

全身的力气，尤其是长9米的钢筋，

足足有五六十斤重。一次作业下来，

衣服和手套早已被汗水浸透。

与钢筋加工区相隔不远的图书

馆施工现场，钢结构安装工王永民

正在“钢铁丛林”中拧螺丝。“我

每天要拧350颗高强度螺栓。”王

永民说，拧螺丝看似简单，可顶着

“毒日头”不是一般难熬，还得忍

受钢筋、钢板的热辐射以及焊接时

产生的高温。汗水湿透衣服自不必

多说，连鞋子都是湿的，不少盐分

甚至在衣服上析出。他只能猛喝水

补充水分，每天至少要喝 10 升

水。从2010年开始，王永民每年

夏天都在工地上度过。他说，早已

习惯高温。说罢，他还向记者展示

了身上被烫伤的伤疤。

目前，在广厦大学木雕小镇校

区项目施工现场，每天有3500余

名施工人员忙碌在项目一线。正是

他们的挥汗如雨，才保障了项目建

设不“减速”。

搬滚烫的钢筋 在烈日下焊接

钢筋工用汗水搭建楼宇“筋骨”

□记者 张永青 马安琪

“走，出车！”7月29日上午，

市人民医院120急救医生、主治医

师李庆炀接到急救任务，便乘坐救

护车赶赴南市街道梨枫村。抵达现

场后，他对胸闷老人做初步检查，

与驾驶员合力将其抬上担架床，又

急忙护送至医院。

李庆炀从事院前急救工作已有

14年，工作中，他既是医生，又是

“搬运工”。24小时待命，与时间赛

跑，更是他的工作日常。往往一个

电话就是一条指令，每次一有急救

任务，对他的体力与脑力都是双重

考验。

三伏天，除了急救患者数量

增加导致的急救工作量加大外，

120 急救医生还得不断地在高温

与低温之间切换，对身体也是一

大考验。李庆炀说，这段时间，

地表温度超40℃，假如遇到车祸

病人，要在现场做急救处置，止

血、包扎、固定以及搬运，一套

流程基本在 5分钟以上，等现场

急救结束，衣服早已湿透，此时

再上“空调车”，极易感冒中暑。

这样的天气下，李庆炀白天几乎

要出车15趟。

急救工作的特殊性质，让李庆

炀的休息时间变得不固定，有时

候，他刚装了饭没吃几口，就接到

了新指令，必须立刻前往现场。

“我们每次接到出警任务，要在一

分钟内驶向现场，因为时间就是生

命。”李庆炀说，像院前心肺复苏

病人，最佳抢救治疗时间是在四至

六分钟内。医生早到一分钟，病人

的抢救成功率就能提高10%。

到了后半夜，虽然气温较白天

低了不少，但李庆炀会接到一些独

居老人的急救电话，多数老人住在

没有电梯且楼梯间狭窄的老小区，

没有旁人的帮助，他和驾驶员必须

抬着担架将老人从五楼送至一楼，

光是搬运的过程就耗费了他们大量

体力。

尽管工作辛苦，李庆炀依旧热

爱这份工作。他说，救死扶伤是天

职，能看到病人被及时救治，就觉

得一切都值得。

烈日灼心，120急救医生急救无休

24小时待命与生命赛跑

□记者 胡扬辉

本报讯 7 日傍晚，横店镇

官桥村小竹林外景基地灯火通

明，几十名剧组工作人员正紧

锣密鼓置景，为下阶段拍摄作

准备。

很难想象，夜晚人头攒动的

小竹林外景基地，以前竟是官桥

村用于养猪、养鸡的闲置地。

2022年，在横店镇政府以及官桥

村两委会的谋划下，官桥村与影

视公司联合开发了小竹林，将其

打造成影视外景拍摄基地。小竹

林外景基地一经面世就获得了许

多古装剧、仙侠剧剧组的青睐。

目前，基地每年给官桥村集体经

济增收40余万元。官桥村以此为

契机，在村内开设了37家民宿，

并引入了村美术馆、茶室等特色

业态，专门服务剧组工作人员和

游客。部分村民瞅准商机，在小

竹林外景基地附近开设副食店、

小吃店。

小竹林生财有道小竹林生财有道

□记者 吴璐瑶

本报讯 3日，野生梭子蟹在东

上市，东门菜场水产摊位前顾客络

绎不绝，野生梭子蟹一时成了“抢

手货”。

“老板娘，帮我拿 12 只梭子

蟹。”一位顾客刚说完，北12水产

摊位摊主宗小兰迅速为其称好了梭

子蟹。她说，每天进货20~30斤，

都销售一空。如今，市场上所有水

产摊位均已上新梭子蟹，售卖情况

都不错。

宗小兰于2007年从事水产生

意，经验丰富。她说，野生梭子蟹

价格因大小、肥瘦、公母而异，最

贵的要70元一斤，但截至7日，野

生梭子蟹身价已降至 55元一斤。

“后期根据捕捞情况，野生梭子蟹

价格可能跌至20元一斤。”

梭子蟹肉肥味美，富含蛋白

质、脂肪及多种矿物质。从记者了

解情况来看，来东门菜场购买梭子

蟹的多为散客，基本只购买2至5

只，用于自家食用。“现阶段购买

的市民主要是尝鲜，预计后期价格

下降后，购买的人会更多。”宗小

兰说。“虽然上半年也有梭子蟹，

但均为养殖梭子蟹，其养殖难度

大，价格高昂，每斤售价在100 元

以上。”

据了解，东阳的梭子蟹进货渠

道基本来自杭州，冷链车每日凌晨

4点抵达市场门口。到达市场后，

需在水里加入速溶海水晶控制盐

度，同时加入大冰块将水温保持在

10℃以下，在水里充氧提高梭子蟹

存活率，保证早市时市民买到鲜活

的梭子蟹。

野生梭子蟹上市 后期尝鲜更划算

“我毕业后就来到横店拍戏，已经在横店待

了快10年了。我和我爱人就是在横店认识并相

爱的，今年刚刚领证结婚。”“横漂”演员莫小

满和爱人马昆刚，于今年5月20日通过婚姻登

记“跨省通办”在东阳领了结婚证。谈及他们

相爱历程，莫小满满面笑容。她说，他们的缘

分起于一家水果店，两人分别和水果店老板熟

识。8年前，在水果店老板的撮合下，他们相

识、相知、相爱，最终修成正果，如今已在横

店买房安家。“我们原本不考虑举办传统婚礼，

而是想旅行结婚，但刚好有这么个机会，可以

与大家共同举行一场特殊的婚礼，既满足了仪

式感，还响应了移风易俗的号召，不铺张浪

费，何乐不为。”

仪式结束后，10对新人乘坐观光巴士在景区

内开启浪漫巡游，依次打卡中、英、法、美、

俄、日、德、意、奥九国风情建筑。在充满异国

风情的恢宏建筑前，专业摄影师拿着相机，透过

取景框捕捉甜蜜瞬间，定格美好时光。

新人戴大元也拿起手机，为爱人龚雅文定格

此刻的美丽。对于戴大元、龚雅文夫妇来说，参

加此次七夕集体婚礼意义非凡。今年正好是两人

在一起十周年，活动给了他们满满的仪式感和归

属感。戴大元和龚雅文都是江西人，龚雅文在横

店医院工作，戴大元则在市区经营瓷砖生意。十

年前，两人在篮球场上邂逅，彼此心动，后在亲

友介绍下相识，在相处中相爱，最终步入婚姻殿

堂。十年来，两人相守相伴，日子平淡却幸福，

不管每天忙到多晚，戴大元都会风雨无阻回家陪

伴妻儿。“我在医院工作，平时比较忙，所以跑

来跑去的总是他，我在哪，他就在哪。”龚雅文

的话语中满是甜蜜。

本次七夕集体婚礼由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

室、市民政局、市融媒体中心、横店镇人民政府

主办，旨在见证新人幸福的同时，展现市民政局

婚姻登记“跨省通办”服务优势，弘扬传统婚俗

文化，推动婚俗改革，倡导移风易俗文明新风。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七夕节虽然在周末，但市民

政局婚姻登记处“不打烊”，为有需要的新人提

供婚姻登记服务。

近年来，我市紧紧围绕全省婚俗改革要求，

通过建设户外颁证基地、举行集体婚礼等方式，

大力推进婚姻领域移风易俗，倡导全社会形成正

确的婚姻家庭价值取向。自2023年6月1日实施

婚姻登记“跨省通办”以来，我市累计办理跨区

域结婚登记千余对，群众领证更便捷。“大力倡

导婚事新办、喜事简办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我市深入开展婚俗改革、

推进移风易俗的一次重大举措。我们也将持续完

善相关服务，为每一位东阳人、‘新东阳人’做

好服务，共同营造和谐美好的社会氛围。”市民

政局相关负责人说。

□记者 张延宁 傅雯君

“我们自愿结为夫妻，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共同肩负起婚姻赋予的责任和
义务……”昨日上午，一场庄重的中式婚礼在横店影视城圆明新园夏苑景区举
行，10对新人在证婚人、亲友团的见证下，共同宣读结婚誓词，签订中式婚
书，行传统婚礼仪式。

沃盥、对席、共牢、合卺、结发、盟誓、执手……仪式上，新人们共同完成了一
项项中式传统婚礼流程。婚书签订环节，10对新人认真地在婚书上写下自己
的名字，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举手投足间尽显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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