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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自己的意外“走红”，
原本随和健谈的老葛，会突然
变得有点羞涩。

“就是为了省点流量。”老
葛说，自己每月的流量只有不
到 200兆，因为舍不得花更多
钱，无论在哪个城市打工，无论
走到哪里，老葛都习惯了随手
“搜一搜”，看看什么地方有免
费的WiFi。

有时候在小区里找到了，
就站在那里和家人视频一会。
不过，自从发现地铁里有免费
的WiFi后，他就不去其他地方
了，因为“地铁里暖和”。

因为赚的是辛苦钱，老葛

总惦记着“能少花就少花一点
钱”。除了蹭网省流量，他去年
11月份出来打工至今，几乎没
添什么东西：睡的被褥是工地
里发的；衣服只有两三套，一套
是干活穿的工作服，另两套是
日常穿的衣服；仅有的私人物
品是一个水桶（涂料桶）、一个
脸盆、一个大概能盛 2瓶矿泉
水的塑料水杯，以及一辆二手
自行车。

老葛住的地方离工地有近
7公里的路，因为“每天骑共享
单车不划算”，他就花几十块
钱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对
于他而言，每天的最大花销在

吃饭上。本来，在建筑工地和
他们住宿的板房附近，都设有
食堂，而且工地每天给老葛这
样的工人 20元饭钱补助，每10
天发一次。

可是，尽管有这笔饭贴，老
葛还是不轻易在食堂里多花
钱，因为在他看来，食堂“太贵
了”——“一个鸡腿要四五块
钱，3个馒头要两块钱”。

老葛更愿意在工地里私人
开设的小吃摊买饭吃，那里 10
块钱可以买到两个荤菜、4个
馒头，素菜还可以随便吃。如
果和老板熟悉，还可以让他们
多加一点菜。

“我们一般中午都是随便
吃吃，晚上再回来好好吃，两个
人花 10块钱买一盒菜，再花 2
块钱买 4个馒头，一个人只花
6块钱，比食堂划算得多。”老
葛说。每天晚上吃完晚饭后，
老葛还要耐心地花上一段时
间，在工地里的热水机前排队
打热水。因为打热水的人多，
水箱里的水很多时候只有六
七十摄氏度了，这个水不能
喝，老葛就会先接上满满一
桶，用来洗头发、洗脸、洗脚、
洗衣服。等到人少时，水开
了，再去接一瓶滚烫的水，用
来喝。

1月 3日晚 8点 34分许，上海
轨道交通7号线长清路站，建筑工
人老葛穿着沾满白色涂料的工作
服，蹲在地铁里和家人视频聊天。

拍摄者：“你刚才是和谁接视频？”
老葛：“和家里人。”
拍摄者：“是和你老婆聊么？”
老葛：“嗯，是啊。”
拍摄者：“每天都来聊么？”
老葛：“不定什么时候，就跑

过来一会儿，聊聊说说话嘛。小
区里面也有（WiFi），今天下雨了，
站小区里被淋了，站在地铁里淋
不到。”

拍摄者：“您是在这里做什么
工作啊？”

老葛：“油漆、砌墙、拉石膏。
这个月底就差不多放假了。”

短短一分钟的视频，很快在
网上引起转发和热议。有网友

说，自己的内心被老葛触动了，除
了“生活不易”，还有他对家人的
那份牵挂。

另一位网友说：“我更看重的
是这么冷的天，劳累了一天，他没
有早早休息，而是不辞疲惫地跑
到地铁站跟老婆网络聊天，他挂
念的是家里的妻儿老小。这看似
简单普通的聊天，却透露了一个
男人该有的柔情和责任心……”

1月3日晚，上海下着冬
雨，气温接近0℃。因为蹲在
地铁里蹭网，只为和家人说
说话，建筑工人老葛被人拍
视频传上网，一夜间红了。

家人都被他突然上电视
的消息吓坏了，他们担心老
葛在外面出事情了。“我又没
做什么坏事情！”老葛在电话
里一遍一遍地跟家人解释。
老葛说，比起“走红”，更重要
的是努力工作，“多赚点钱”。

去地铁站蹭网前，老葛总要
把脸洗干净

工地小吃摊要比食堂便宜很多

一段意外走红的蹭网视频
网友：看似简单的聊天，透露了一个男人的柔情和责任心

河南老乡上海地铁站蹭网成“网红”

“蹭网和家人聊天是最幸福的时光”

43岁的老葛，老家在河南
某县葛家村，去年 11月来上海
后，一直做油漆工。

就像短视频记录的那样，
身高1.7米、身材瘦削的他因为
工作的原因，工作服上、头发里
总是积满了白灰。

对于每天从早晨 6点到傍
晚 5点都要待在工地上的老葛
而言，突然“走红”，更像是一个
负担，因为突然有好多人想联
系他，但作为一名建筑工人，他
太忙了，几乎无暇应对突如其
来的关注。

在白天，想要找到老葛是

一件很难的事情：他早晨 6点
就要开始工作。作为一名油漆
工，老葛要一面墙一面墙地为
建筑上涂料。现在，他工作的
地方是一栋尚未建成大楼的第
六层。从外面看上去，这栋楼
房只能算是一副骨骼，房子里
几乎没有手机信号，撞击声、电
钻声此起彼伏，每当老葛接起
电话，都不得不在无数声“喂喂
喂”的叫喊声后挂断。而且，也
只有在中午休息的半个小时
里，老葛才有空接听电话。但
在这仅有的半个小时里，他更
需要抓紧时间吃饭。因此，想

要真正联系上老葛，必须要等
到傍晚5点以后。

这些天来，忽然有一件事
困扰住老葛——很多人想要他
的电话，采访他，这件事甚至传
到了他的家乡。妻子、儿子、女
儿被老葛突然上电视的消息吓
坏了，他们担心老葛在外面出
事情了。

“我又没做什么坏事情！”
老葛在电话里一遍一遍地跟家
人解释。他说，一个人在外，家
里人总担心他出事情。

“还有公司联系我，说要给
我送礼，问我是送到工地上还

是送到住处。我说你就送到长
清路地铁站吧，我晚上下班的
时候去拿。”老葛说，对他而言，
比起“走红”，更重要的是努力
工作，“多赚点钱”。

“我来工地两个月了，都没
休息过。”老葛说，在建筑工地
打工，每天工资是200余元，“多
赚一天是一天”。老葛说，几乎
每年冬天，他都会外出打工，有
时候是年前，有时候是年后，因
为那时候农田里的活基本干完
了：“今年，我出来晚了，因为我
家地比较多，种完了西瓜还要
种辣椒，所以要多干点。”

晚上七八点钟，老葛就会
拎着一大杯热水，带上手机，赶
往宿舍不远处的长清路地铁站
蹭网。在那里，他可以借用地
铁里的流量，一条一条地听家
人们在微信里的留言，甚至跟
家人视频聊天，这是他一天中
最幸福的时光。

老葛一家4口，有个单独的
小群，名叫“最亲爱的人”，“他
们想我，我也想他们。快过年
了嘛，都想家。”老葛说这话时，
有点不好意思。他的大儿子不

到20岁，跟着舅舅在海南打工，
老葛心里很惦记他：“他是给演
唱会搭舞台的，海南天气好，可
以随时睡，就是工作没日没夜，
太熬人。”老葛儿子拍了一条关
于舞台效果的小视频，传到了
群里，但老葛平时舍不得点开，
都攒着在地铁站里一条条点开
看。老葛还盼着能够多攒一些
钱，供在卫校的女儿读书。除
了家人间的相互分享和问候，
老葛几乎每天都要和妻子在地
铁站里视频聊天半个小时。

“也没说什么，就是问问她
今天吃了吗？吃了什么？家里
天气怎么样？她问问我，感冒
好没好。她说，老家这两天下
了雪。我说，上海没下雪，在下
雨。”老葛啰啰唆唆地说。

老葛住的工地的板房里，
同屋还住着六七个工友，大都
是同乡。

老葛因为蹲在地铁里蹭网
和家人视频“走红”网络后，工
友们不时笑嘻嘻地开起了他的
玩笑：“要把葛大哥捧红！”

“我们平时的娱乐比较
少。”同屋另一名工友一边说，
一边和室友们分享一个短视
频，他边看边笑着抱怨：“我一
个月就 500M，这个视频就快
100M了。”

玩笑归玩笑，吃过晚饭后，
他们各自或躺或坐在床上，翻
看着手机。房间内外，不时传
来工友们打电话的声音，很多
人的家乡都下雪了，他们都一
样，也在惦记着自己远方的家
人…… 据《新闻晨报》

突然上电视，家人担心他出事情了

能少花就少花，6块钱解决一顿晚饭

最幸福的时光，和“最亲爱的人”在一起

老葛蹲在地铁站里和家人视频 视频截图

■本报打探
老葛是河南哪里人？

据《新闻晨报》报道，老葛是
河南某县葛家村人。本报编辑上
网查了一下，濮阳市清丰县马村
乡有个葛家村，濮阳市清丰县巩
营乡有个葛家村，周口市太康县
常营镇有个葛家村，郑州市中牟
县刁家乡有个葛家村，漯河市临
颍县王岗镇有个葛家村……老葛
的家乡葛家村到底是哪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