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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顶红色安全帽、身穿绿
色迷彩服、一副黑色的胶皮手
套，这就是煤矿女工中工作最
辛苦的一族——手拣矸石的
女工，纤弱的身躯站在传送带
两边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大
块的煤矸石全靠女工们用手
从煤里拣出来，因为终日与煤
和矸石打交道，不少女工的双
手已经伤痕累累，粗糙不堪。

近日，记者来到田陈煤矿
选煤厂，刚走进车间，矸石与
机器撞击发出的隆隆响声让
外来人不禁想要捂住双耳，在
气温接近 40度的车间里，漫
天的煤尘随风飘扬，站在机器
旁听不见半米外的说话声，10
余名女工分列两条矸石皮带
两旁，安全帽、手套、围裙……
全副武装，双手上下飞舞，飞
快地将皮带上的矸石拣出，不
停地重复着相同的动作，“扒、
抓、拿、放”，就是她们在为矿
井煤质把着最后一道关口，使
该矿在地质条件困难的情况
下，平均每月拣出矸石 2万余
吨，确保了煤质的稳定。由于

天气热，一会儿工夫，手套里
就浸满了汗水，要想把手套拿
下来着实不易，所以在戴橡胶
手套之前，她们都会戴一副棉
手套，既吸汗又防止伤手。宗
兆霞说，即使这样也免不了受
伤，搬运大块矸石时，手经常
会被挤得青一块紫一块。

矸石不断地从皮带上运
出来，流入煤仓，如果没有火
眼金晴、眼疾手快的本领，就
会让“漏网之鱼”混入煤流，使
煤质受到影响，为了练就“火
眼金睛”的本领，不少女工都
琢磨出了一套适合自己工作
的方法，日子长了，这里的女
工搭眼一瞧就能辨认煤质的
好坏。女工们是如何一眼就将
矸石辨认出来的呢？手选矸石
班班长宗兆霞向记者道出了
其中的秘诀：“煤炭扁，外形比
较规则，而矸石有棱角，颜色
发亮，而且很重会贴在皮带
上，我们一眼就能将它们辨认
出来。”记者在现场也看到，有
时她们拣到一块矸石，拿到半
路又快速地放回皮带上，后来

听她们解释才明白，那是因为
她们拿在手上感觉比较轻，知
道错拿了，所以才放了回去。
就是这样的速度，她们的拣矸
率也会达到98%，就是那2%，
也是矸石量大时，往下扒的时
候带出来的。

女工们站在皮带两旁娴
熟地将一块块矸石拣出来，一
站就是 8个小时，为了减轻身
体上的疲劳、提高拣出率，她
们内部有个小规定：一条皮带
6个人，最前边的两人拣大块
矸石，中间的两人拣略小点的
矸石，最后的两个人拣最小的
矸石，每半个小时调换一次位
置。几乎每个女工脚边都放着
两大块矸石，这引起了记者的
好奇。“站得时间长了，腿又累
又胀，为了不耽误工作就把脚
放上面，缓解暂时的劳累，也
会舒服一些，在这个岗位工作
时间稍长点的女工，都会落下
一身的毛病。”48岁的梁敏，已
经在这个岗位工作了 17个年
头，颈椎病、腰间盘突出、静脉
曲张，这些毛病她身上一样不

缺。梁敏说：“下班回到家，躺
在沙发上一会儿就睡着了，醒
来时，腰疼得受不了，很多次，
都是被孩子拉着才能起来。”
在她走过记者身边时，记者注
意到她的左胳膊肘和右锁骨
明显比另一边高出很多，她说
劳累的时候会很疼，以前到医
院检查过，大夫说这是劳损造
成的，如果及早治疗，或许能
治好，但现在不行了。

记者注意到，几乎每一位
女工的手套上都打着“补丁”，
有的甚至是大补丁上摞小补
丁。该车间负责人说：“我们的
女工出去个个都称得上是修
补车胎的好手。”由于矸石棱
角尖锐，量大的时候，往往一
副橡胶手套撑不到一个班就
会磨出洞来，为了节约成本，
女工们都是自己“打补丁”。

（记者 张莉萍 通讯员 宋
丙雷 陈芳）

手套满是补丁 一天站立8小时

拣矸石女工每月拣出两万吨
近日，记者在幸福市场发现几位市民正在

一家烧饼铺门口排队买吊炉烧饼。记者刚靠近
店铺门口立刻感觉到屋内的热浪袭来、只见身
着白色围裙、手上戴着手套的张师傅在一间10
平方米左右的门面房里，正起劲地揉面，脸上的
汗水都没来得及去擦。门面房内只有一个小小
的摇头风扇，张师傅不停地在火热的炉子前重
复着两个动作，放入面饼、取出烧饼。

“天热，人们都尽量不出门，每年七月和八
月我们烧饼的销量就会下降很多，来买烧饼的
基本上是住在附近的居民，这两个月除去成本
和房租，根本赚不了什么钱。天太热了，烧饼炉
前烤着太受罪了。”谈起夏季的经营状况，张师
傅显得很失望。他告诉记者，每年到了夏季都
只有傍晚才开门打烧饼挣点钱用来交房租。“上
礼拜我们就没营业，关了一星期的门。你看市
场里都有好几家停业了。”

记者走访了利民、新华等市场发现，不少烧
饼铺都已经关门歇业。“我们整天在空调屋里吹
出门时都会觉得外面很热，那么热的天小小的
风扇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更何况一个几平米的
小屋内放着那么大的一个火炉，打饼师傅怎么
能受得住那么热的温度呢，他们也该歇歇。”前
来买烧饼的赵先生说。

（记者 邵士营 实习生 陈君）

孩子们开心地享受假期，这可愁坏了上班
的父母们，孩子放假了家里没人谁来管呢？家
长们只好“各显神通”，有为孩子报托管班的，有
给孩子报各种辅导班、兴趣班的，有请家里老人
来照顾的，还有些家长不得已只能将孩子送回
老家。

“一想到孩子要放暑假，我头都大了。”家住
立新小区的吴女士表示。她和丈夫在同一家公
司上班，孩子今年 8岁，放暑假的这段时间，她
和丈夫很犯愁把孩子交给谁来管。“带孩子出去
玩吧，我们没那么长的假，又不想把孩子送去老
家，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吴女士算了
算，如果请保姆在家看孩子，按现在的市场行
情，每个月至少要花1500元，相比之下，还不如
把孩子送到课外辅导班或把老家的父母接过来
看孩子比较划算。

暑假期间，忙于工作的家长们为了让孩子
能够安静、听话地度过暑期，除了送他们上兴趣
班，有的家长索性把孩子的暑假生活“承包”给
各类电子产品，让孩子每天“宅”在家里，与电
视、电脑、手机等为伴。

“动画片对她来说比出去玩更有吸引力。”
家住明珠花园的何女士对记者说，她的女儿萱
萱今年 7岁，上小学一年级，特别喜欢看动画
片。由于在网上观看动画片不受时间和剧集的
限制，萱萱每到周末就会宅在家中抱着电脑不
放，这个假期更是天天如此，“经常一看就是两
三个小时，有时候叫她吃饭她都听不到。没办
法啊，假期没有人看护，在家里呆着比较安全。”
何女士说。

既省钱，又放心的方法，无疑是由自己的父
母来带孩子了，暑假不少上班的家长都选择把
孩子送到了老人的身边。

好容易熬到放暑假，上 6年级的小杰犹如
到了幸福的天堂。平时在家父母管这管那，可
只要到奶奶家想怎样就怎样，即使不听话犯了
错奶奶也管不了他。对此，小杰的奶奶显得非
常无奈，老人已经七十多岁了，身体不是很好，
可到了奶奶家的小杰有如进入无人之境，吃喝
玩乐，夜里不睡，早上不起，老人几次被气得差
点犯了病。记者了解到，请父母帮忙带孩子的
家庭不在少数，还有一些家长，甚至不辞辛苦地
把孩子送回老家去让父母帮忙带，等开学的时
候再把孩子接回来。

（记者 邵士营 实习生 陈君）

家住薛城区燕山路的小
王今年刚刚大学毕业，在大
学期间学习的是设计专业，
欲在网上寻求一份能和自己
专业对口的工作，一些家装
公司成了小王的最佳选择。
于是在招聘网站输入“装饰
公司”看到页面显示几十余
家公司需要招聘人才，而且
写入的条件均是“无需工作
经 验 ”、“ 月 薪 2000-3000
元”。这样小王一时间感觉
工作似乎并不难找。可是当
真正应聘时却没有想象中的
那么简单。

小王告诉记者，“最近
这些天一直在网上寻找合适
的工作，几乎每天都在招聘
网站上‘游荡’，当输入招

聘的公司时，我都吃惊了，
发现好的公司以及好的岗位
还真不少，让我感觉专业能
够对口，薪资待遇、工作地
点都很满意，我筛选了七八
个公司，然后开始逐一给他
们打电话，询问具体招聘事
宜 ， 预 约 面 试 时 间 等 事
情。”但令小王意外的是，
连续打过四个应聘电话后，
都被对方告知已经结束招
聘。

带着疑问，小王又联系
了其他几家公司，多家公司
表示目前招聘已经结束，好
不容易有一家公司要求小王
能够走进“面试”环节，可
真正去应聘时，小王发现这
家公司还未正式营业，目前

公司的办公室还在装修环
节，经理给小王开出了一份
令小王相当满意的工资，并
且要求先帮助公司进行装
修，待到装修好后再正式上
班，小王觉得有些不靠谱就
直接提出了辞职。“公司还
没装修好就在网上发布招聘
信息，而且应聘的人多数都
是奔着网站上写的‘工资待
遇优厚’去的，去那儿都给
公司当小工，感觉有点受骗
了。”小王郁闷地说。

而小王联系的另一家公
司更是让他纳闷，这家公司
同样在网上发布了一条招聘
信息，招聘人数在 5 人左
右。“当时我就联系了这家
公司，把自己的简历以及相

关情况告诉了公司以后，公
司提出可以进入面试。”

正当小王欣喜不已时，
公司表示可以通过“电话面
试”的形式进行招聘，招聘
方在提出了几个问题后，直
接告诉小王面试失败。

“网上挂出的‘招聘’
信息到底有多少是真正需
要招人的。”小王提出疑
问。据某综合网站负责人介
绍，招聘网站可以算是一个
很好的广告平台，这类网站
的信息都是免费发布的，一
些企业会将公司简介发布到
网站上，这些企业根本不需
要招聘员工，只是打着招聘
的幌子做企业宣传而已。

（记者 苏羽）

公司网站发信息 市民应聘中圈套

招聘是幌子 宣传是目的

两人都上班
孩子谁来管？
暑假多数家长选择交给老人带

店中有火炉 酷热难耐

烧饼铺关门避暑

柳琴戏
下乡来
8月 13日晚，柳琴戏《喝面

叶》在山亭区文化休闲广场吸引
了大批观众。日前，枣庄柳琴剧
团开展送戏下乡活动，将《喝面
叶》、《张郎与丁香》、《小姑贤》等
柳琴戏经典剧目送到农民家门
口。

（特约记者 李宗宪 通讯员
王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