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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机动三轮车，拉着 40 多桶矿泉
水，顶着烈日四处送水，这就是送水工张
萌最真实的工作写照。

7 月 28 日上午 8 时，巩义市区街头，
30℃的天气异常闷热。

倒车，搬水，装车，擦拭倒车镜，打火
试车，随着一系列娴熟的动作完成后，8点
20 分，巩义市豪斯水厂 36 岁的送水工张
萌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工作。记者发现他
身上的制服已经湿透，张萌笑着说“只要
干活就是一身汗”。

据张萌介绍，他负责的区域大部分是
老旧小区，没有电梯，20公斤的水桶全要
扛着上楼，很多居民楼的楼梯比较窄、比
较陡，扛着水桶爬楼梯，既要顾着肩上的
水桶，还要看着脚下，掌握平衡。

“送水看着是个体力活，其实也是个
难度很高的技术活。”张萌笑着说。第一
站是一个无电梯的6层居民楼，扛起水桶，
快速爬上五楼，记者早已气喘吁吁，而他
呼吸均匀。爬楼的过程中，张萌的脸上满
是汗水，但他却顾不上擦拭，眯着眼睛一

步一步往上爬。“选择了这个工作，就是选择
了汗水，工作累是累点，却省了健身费，落了
个苗条身材。”张萌幽默地说。

一上午下来，张萌送了43桶水，上了
39次楼，跑了10多公里，接听要水预约电
话45个。

回公司的途中，张萌说，夏天，每一天
都要跑两趟，平均要送90余桶水，最多的
时候能达到 120 桶，送一桶水可以挣 1.5
元钱。“除去吃饭，每天能挣100元左右。”
张萌说，他半个月会请一天假回趟老家，
现在每个月都能保证3100元的收入，“这
在村里也算是高收入”。

送水工本来就是靠出卖体力挣钱，每
天扛着20公斤的水上下楼，肌肉拉伤，胳
臂肿痛是常有的事。“10年前刚开始送水
的时候，每天晚上胳臂、腿都疼得抬不起
来。”张萌说，他能坚持下来，主要跟家庭
有很大的关系，家住康店镇张岭村的张萌
有位年迈的母亲，农村日子紧，盖新房、娶
媳妇处处都要花钱。2002年结婚和建新
房时欠下 3 万元外债，2003 年 11 月份在
巩义市区找了份送水的活，10年来通过劳
动他在市区买了楼房，将家人接到一起居
住，过着幸福的生活。

忙活一天的张萌，下班后的第一件事
便是回家冲个凉水澡。“冲凉是每个送水
工最幸福的事儿。” 巩义金版 陈振翔
文/图

慈云寺始建于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
年），是由天竺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二老）
亲手创建的民间第一座寺院（比官方第一
寺——洛阳白马寺早 4年），素有“释源”、

“祖庭”、“中华第一寺”之誉。两位高僧圆
寂后葬于此地，称为祖林。青龙山因为慈
云寺的存在而灵气十足，慈云寺因青龙山
的深藏而闻名。

寺中所存明代重刻碑《释迦如来双
迹灵相图》和《青龙山慈云禅寺五十三
峰胜境之图》，填补了中国佛教史的空
白，为“二老”的存在提供了历史考据。
吴承恩在此依据“二老”、唐僧及周围的
传说，写成了《西游记》，甚至有专家称

“青龙山是《西游记》的载体，慈云寺是
《西游记》的灵魂”。

青龙山慈云寺景区，1998 年被省林
业厅批准为“青龙山森林公园”，2000 年
被批准为省级风景旅游区和佛教活动圣
地，2009 年申请为国家 AAA 级景区。每
逢正月十五过后，山中便有野生桃花绽
放，整个景区桃、杏争春，直至五一期
间。这里被称为“天下第一桃花山”。夏
季山水含禅，禅寓山水，为避暑胜地。秋
季红叶满山，层林尽染，景色美不胜收。
冬季亦因慈云寺之灵气香火兴旺，游客
不绝。

送水工张萌：冲个凉是最幸福的事儿

“热！热！热！”连日来，持续的高温让
巩义的市民都想方设法避暑纳凉。在巩义
城区的建筑工地上，建筑工人们依然在高
温下坚守。

7月28日下午，在位于巩义东区的恒星
地产皇家花园建筑工地施工现场，气温
36℃，没有一丝风。42岁的电焊工刘付安
正在焊接钢筋。他身穿短袖，黝黑的皮肤
上，汗一直在流。

刘师傅的工作就是把一根根钢筋扎
好、焊接，把楼层内部的钢筋不断地加高。
他说，对于建筑工地上其他的建筑工人来
说，电焊是一件比较轻松的工作，可一旦到
了夏天，这就成为一件苦差事，因为不仅要
忍受高温，还要忍受电焊的火花。即使戴
着防光罩，阳光的强烈会让电焊的火花更
加刺眼。“一天下来，闭上眼感觉眼前白茫
茫的一片，睁开眼眼前都是金星”。

刘付安介绍，他是驻马店平舆一个普
通的农民，2013年年初就带着自己的大儿
子来到这个工地打工。“不仅为了生活，还
有孩子的婚事需要办，所以再苦再累也要
对得起孩子”。

刘付安身上的工作服，早已被汗水浸
湿，经过太阳的烘烤，汗渍斑斑，散发着浓
烈的汗味。 巩义金版 白利倩 宋亚停

李建平：
“桑拿车厢”里的坚守者

7 月 29 日上午 9 时许，太阳已升得老
高，火辣辣的阳光，烤得皮肤灼热。

在 11 路公交车上，从业 13 年的李建
平，正专注地驾驶着；在巩义市繁华的陇海
路上，时快时慢，躲着行人和车辆；间隙，用
右手不时擦一下额头的汗。

“今天太热了，最高气温36℃，加上气
温较闷，整个车厢像个蒸笼一样。”53岁的
李建平说，他最怕的就是夏季了，因为车内
没有空调，几个小时下来，内心会显得烦躁
不安，大汗淋漓。

李建平所在的11路公交，全程24站，
是巩义市比较长的公交路线，从工商局开
往华德地产，路过巩义市繁华地段，车内乘
客流动量非常大，一路下来，李师傅的衣服
已经湿透贴在了身上。

李建平说，如果是上午班，他早上 4：
20起床，4:50出门，工作到中午11点开始
交接班。如果是下午班，晚上 8 点半下
班。下班后他先给车加满油，然后检查一
下车窗，车上有没有乘客落下的物品等事
项，回到家已是晚上10点了。

“李师傅平常就没休过假，每月都是全
勤，在今年5月巩义市交通局举办的公交
司机评选中，还获得了巩义市‘劳动模范’
奖。”他的同事魏翠锋谈起李建平，脸上全
是赞赏的笑容。 巩义金版 张亚平

青龙山绿水青山之处，千山竞秀，
峰峦叠翠，烟雾缭绕，泉水叮咚，置身其
中，消逝了城市的喧哗和浮躁，闭上眼
敞开怀抱，耳边传来远处古寺的钟声。
只有在那一刻，我们才能透彻地明白，
深山藏古寺的意蕴和深远。

郑州市慈云寺位于古都洛阳和郑州
之间，面积51平方公里，自古便有“千山
竞秀，万壑争流，峰峦联亘，涧溪潆回”的
记载，以其颇具特色的禅意山水而闻
名。登上1042米海拔的青龙山，极目望
去，四山旁围、一水中流，隐约中一处古
老的建筑立在半腰之中，林木掩映，云雾
缭绕，处处昭示着幽静。身旁的老人讲
述着这座深山古寺的风雨人生。

慈云寺历经沧桑，或兴或废，一直
延续至今，它经受了 2000 多年的风风
雨雨，成了令人遐思的古寺。唐贞观元
年年间，唐玄奘奉敕重修此寺。 宋代
香火仍然很盛。到了元代，由于战乱
和灾荒，曾一度荒废。从明正统九年(公
元1444年)开始，直到清同治五年(公元
1866 年)，历代都有修葺。极盛时期殿
堂栉比，金碧辉煌，僧五六百人，香客如
云，纷至沓来。其中有天然大佛高198
米，为世界之最，身形眉目宛然若真，宋
太祖赵匡胤封其为“天下第一风水宝
地”。慈云寺的幽静让它越来越受到身
处闹市人们的瞻仰和欢迎，成为修身养
性的绝佳之处。

深山藏古寺 慈云绿水明

刘付安：
高温下最可爱的建筑工人

高温下最美的劳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