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吃过晚饭，赵旭滨又检查了一遍
随行装备，准备出发。

晚10点，赵旭滨和队员们来到
测漏地点，准备测漏。

午夜已过，漏点还没找到，队员们疲惫
而又心焦。

凌晨 3点，雨点落了下来，赵旭滨吃了一
惊：“哥几个加把劲儿！找到漏点，咱就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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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听听，，，地下管网在地下管网在地下管网在“““说话说话说话”””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本报通讯员 洪 猛 叶慧永 摄 影 殷 实

临近午夜，空中两三道闪电划
过，像是要下雨的样子。

街头上冷清清的，仅有的三
两个行人也纷纷加快了回家的步
伐，只有赵旭滨和他的队员们依
旧如故——

头戴耳机，身穿反光背心，一
手握着检漏仪、听音杆，一手拿着
拉钩、手电，时而沿着街道来回巡
视，时而打开井盖委身探听……

这是赵旭滨和队员们最熟悉的
工作日常。他们是沧州供排水集团
营业公司的测漏员，承担着市区640
多公里供水管网的测漏工作。他们
像医生把脉一样，在上千平方米范
围内找指甲盖大小的漏水点，沿管
线听，顺阀门找，用耳朵找到深埋
地下的“病灶”。

听 诊

吃过晚饭，49岁的赵旭滨又检
查了一遍随行装备，准备出发。

他是测漏队的队长。
这天白天，居民反应水压不

足，赵旭滨怀疑附近供水管道有漏
点，可探察了一天也没收获，他决
定趁夜里车少，再去找找。

遍布城区地下的供水管网，如
血脉般庞大复杂，而其中的管道更
是材质、粗细、年限各不相同。在
日常使用中，这些管道难免会受路
面施工、恶劣天气等因素的影响，
发生破裂或渗透，进而影响居民、
企业正常用水，造成资源浪费。

赵旭滨和队员们的任务，就是
及时找到这些深埋地下的漏点以及
对管网进行日常检查。

“如果不能及时找到漏点，就会
造成水资源浪费。居民断水，企业
停工，商场、饭店都会受到影响。”
在赵旭滨心里，尽管这份工作不为
大众熟知，但意义重大。

入职 10年来，一旦管道出现问
题，不论是否在工作时间，也不论
昼夜、冬夏，赵旭滨都要第一时间
赶到现场。

测漏队其他队员同样如此。
5年前，27岁的聂文涛来到测漏

队。这些年，他和赵旭滨一样，几
乎没怎么在办公室里待过，双休日
只是理论上的存在，春节加班也是
常事，每天不是测漏，就是排查。

市区供水管网的长度是沧州与
北京之间距离的3倍多。测漏员每年
的工作步行里程，更数倍于此。耳
朵是他们的听筒，双脚是他们的交
通工具。

测漏时，队员们通常 3人一组。
两人在前，手持一人来高的听音
杆，判断漏水大体位置；一人在
后，用检漏仪进行确定。“听音杆就
像筛查，优势是便捷、快速，但精
度不够，需要操作员拥有丰富的测
漏经验；检漏仪则像确诊，缺点是
无法识别小漏点。”聂文涛把这份工

作比作医生听诊，“早些年，测漏全
凭一双眼、一双手，每个井盖都得
掀开看，哪里出水挖哪里，后来才
陆续有了这些仪器，但仍需配合使
用，才能更快、更好地完成工作。”

大 夜

22时，一辆黄色抢修车在路边
停下，赵旭滨和他的队员们陆续穿
戴好设备，准备测漏。

对他们来说，熬夜测漏寻常得
如同一日三餐。

这是因为，听音杆类似医生听
诊器，通过放大漏点震动产生的声
音，进行测漏。而这种声音即便经
过放大，也大多像蚊声一样细小，
就算一辆电动自行车经过，也会影
响定位。更何况，供水管道大多沿
路铺设，白天车流量大，噪声也
大。所以，对测漏员来说，夜里工
作便习以为常。

听音杆传出的声音虽然细小，
差别却不小。

管道材质、埋管深度、管径粗
细、漏点大小，甚至漏点在管道上
的位置是偏左、偏右还是向上、向
下，都有所不同——有的像开水沸
腾，有的像轮胎漏气，金属管发出
的是“哗哗”声，塑料管发出的是

“嗡嗡”声……
当年，聂文涛刚一接触这项工

作时，光是分辨这些声音，就花费
了好长时间。“能有什么窍门？全靠
一遍遍听、一遍遍测！这工作，没
个三五年入不了门！”

相比管道破裂，赵旭滨和队员
们处理更多的是漏点、渗点：“有的
漏点，一个月也走不了一立方米
水，并不影响居民正常使用，但我
们一样得找出来，因为每滴水都是
国家资源，小隐患不排除，日后就

会发展成大漏洞。”
正因如此，为了一个漏点，测

漏队员们经常会把夜班上成“大
夜”——从前一天晚上干到第二天
天亮。而他们在夜色里努力工作的
身影，也常常被人误解：“不少居民
把我们当成了偷井盖的贼。”

漏 点

午夜已过，漏点还没找到，赵
旭滨疲惫又心焦。

地下管网错综复杂，哪里有管
道，哪里有阀门，哪里有接头，测
漏队员们都得装在心里。但一般情
况下，漏水点未必就在地面积水的
正下方，也许相隔仅几米，也许要
在另一条街才能找到。

“测漏是个精细活儿，性子急的
人干不了。可这又是个急活儿，得
赶紧把漏点找到、修好，才不会影
响正常用水，减少浪费。”赵旭滨
说，聂文涛当年入职前，他考察了

一个多月。
测漏工作，专业而又辛苦，很

少有人愿意从事这项工作。测漏队
成立至今 10 年了，队员只有赵旭
滨、王力光、聂文涛、杨秉雷 4个
人。

这个夜晚，漏点迟迟没能找
到，这让聂文涛想到了年初的那次
极寒天气。

天气越恶劣，测漏员越忙碌。
因为气温骤变，容易导致管道破
裂、接头松动。聂文涛依稀记得，
仅在极寒天气的第一天，他就接到
五六个测漏通知：“上一个漏点还没
找到，下一个漏点就又出现了。”

寒风之下，漏出的水很快就把
井盖冻住了。聂文涛只能先用锤子
把冰一点点凿开：“锤子把都折了。”

“那天风大、车流也大，听音杆
发出的嗡嗡声震得头都要炸了。”连
续、多发的管道破裂，让聂文涛分
身乏术，一连三五天几乎连轴转。

其中，解放路上的一次出水，
测出3个漏点，且在听音杆、检漏仪
上没有任何区别。3个点全都挖开势
必会影响交通。凌晨三四点，赵旭
滨和队员们在现场分析管道位置、
周边环境，最终锁定了漏点位置。
第二天一早，抢修队进场开挖，队
员们又都赶了过来，确定漏点之
后，才回去休息。

赵旭滨算过，仅去年一年，他
们参与检出的漏点就有200多个，节
水量达210万立方米，够17500个三
口之家用一年！

他说，这成绩，够他骄傲一辈
子！

凌晨3点，除了路灯和广告牌发
出的灯光，赵旭滨再找不到其他光
亮。雨点落在仪器上，他吃了一
惊：“下雨啦？哥几个加把劲儿！找
到漏点，咱就下班！”

孝敬老人孝敬老人 就在当下就在当下

暖阳投射下来，大棚里很温润，
上千株多肉植物舒展身姿，享受着阳
光浴。

26岁的李金鑫，是这座多肉大棚
的主人。他虽然年轻，养多肉却是个
老手。

一见倾心

李金鑫喜欢多肉。侍弄起来，一
站两三个小时都不觉累。

15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李金
鑫喜欢上了多肉。那时，他还是个初
中生。

李金鑫种的第一株多肉叫“猴尾
巴”，是他专程到北京买来的。为了养
好“猴尾巴”，他不断学习多肉养护常
识，由此，爱上了园艺。

李金鑫大学时读的就是园艺专
业，那株“猴尾巴”也跟随他来到园
艺的世界，越长越有型。

有了专业知识，李金鑫对种植多
肉更痴迷了。

大学毕业后，李金鑫成了一名白
领。回忆起那段经历，李金鑫坦言自
己身在曹营心在汉。

半年后，李金鑫果断辞职，决定
干自己喜欢的事——开一家多肉植物
馆。

起初，李金鑫全靠从外地进货，
稍作养护就销售出去。小店虽然经营
得十分红火，可李金鑫却总高兴不起
来：“这只是贩卖，感受不到多肉蜕变
的快乐。”

果断地，李金鑫放弃了这种模式。
他投资60多万元，建起多肉养殖

大棚，取名“花鑫时代”。在这里，每
一株多肉都要精心养护四五年甚至更
久，才摆上柜台。

如今，那盆养了 15 年的“猴尾
巴”，依然挂在大棚最显眼的位置，

“看着”李金鑫开心忙碌。

多肉为媒

“如果你喜欢花，一定要养盆肥嘟
嘟、胖乎乎的多肉，从小苗长成老
桩，时不时爆出‘幼崽’，开出艳丽的
小花……环境、气候及养护方法稍有
不同，就会呈现出不同的状态，神秘
而又令人期待。”李金鑫说。

多肉爱好者们喜欢称自己为“肉

友”。
李金鑫微信里有 500 多个“肉

友”。用什么土、喷什么药、如何“爆
崽”出状态……“肉友”们每天都向
他请教各种问题。不少“肉友”甚至
隔三差五就到多肉馆，带些瓜果零
食，边吃边聊。一来二往，他们成为
李金鑫现实中的朋友，无话不谈。

平日里，“肉友”们的需求李金鑫
都尽量满足，家里多肉快养死了，拿
到他这里寄养一两个月；为多肉做造
型，拿来请他处理；营养液不够用
了，来这里取点先应个急……

对很多“肉友”来说，来多肉植
物馆不一定是消费，也不一定有什么
问题请教，仅是在这一片多肉丛里坐
坐，就是一种享受，更是一种释放。
而李金鑫，则希望自己小小的多肉世
界，为那些奔波忙碌的都市人提供一
个心灵休憩的港湾。

乐在其中

有“肉友”编了一首歌：像我这
样的人，不小心掉入多肉坑，从此买
肉、买土、买花盆……

养几十盆、几百盆多肉尚且如
此，而李金鑫养了上千盆。上盆、除
虫、打药、防晒、通风、繁殖……一
天下来，李金鑫总是满身尘土，连洗
澡水都是黑的。

“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能把兴
趣当职业。”李金鑫说，自己每日沉
浸在多肉的世界里，乐趣已经抵消了
辛苦。

李金鑫还经常外出考察学习，参
加多肉展会。

前年，他去上海参加多肉园艺
展，看到很多别具特色的多肉造型，
有的种在缝纫机、汽车、蛋壳里，还
有的种在了白雪公主的裙子上，各种
各样的造型，美不胜收。

回来后，李金鑫开始琢磨：“怎样
才能让多肉更好看、更有创意？”他尝
试用生石花种出“520”造型，也把多
肉种在了枯树槽中，独特的造型吸引
了多肉爱好者观赏。

“现在养多肉的高手太多了，普通
的花器已经满足不了他们的审美要
求，需要不断创新才行。”在李金鑫看
来，只有不断追求美，才会真的美，
养多肉如此，人生也如此。

多肉爱好者们喜欢称自己为“肉友”。

李金鑫微信里有500多个“肉友”，用什么土、喷什么药……

“肉友”们每天都向他请教各种问题。

本报记者 赵宝梅

近日，来自安徽池州的一个视频
刺痛了不少网友的心。视频中，一男
子和妻子回老家扫墓，当男子看到自
己的父亲孤单地站在门口时，控制不
住情绪大声痛哭起来。事后，夫妻二
人决定：把老人接到身边一起生活。

这则视频引发了网友的共鸣，对
年迈父母的照管和陪伴也成了热门话
题，还有人翻出古代敬老孝老的典
故，用来和网友共勉。

其中，最触动人心的一则故事是
关于孝子韩伯愈的。他的母亲在他犯
错时，总是严厉地教导他，有时还会
打他。待他长大成人后，有一次母亲
打他，他突然放声大哭。母亲很惊
讶，打了几十年他从未哭过，于是就
问他为什么哭。韩伯愈说，今天母亲
打他，已经感觉不到痛了，这说明母
亲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他奉养母亲的
时间也越来越短了。

这个小故事，让人感动不已。
上有老下有小的日子，其实是人

生中最充实、最幸福的日子。孩子的

青春懵懂、老人的慈祥安然，虽说需
要我们付出，但那也是快乐的。俗话
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没有老人
的家庭，即便再轻松，也缺少一种完
美，总有一种遗憾。

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
去，人生只剩归途。

人到中年，对这句话特别有感
触。家有老人，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上
永恒的亲情还在，我们还有另一个

“家”可以回，可以做个孩子，和兄弟
姐妹也有共同的港湾。而倘若父母离
去了，这一切可能都会改变。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
待。孝敬老人就在当下，不要等，也
不能等。趁着亲人健在，及时把握孝
敬的机会，常回家看看，多些陪伴，
多些照管，别为将来留下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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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少年””与与““多肉多肉””

遍布城区地下的供水管网如血脉般庞大复杂，每厘每寸都装在赵旭滨和队员们心里。

这是一支仅有4名成员的小队，常在上千平方米范围内找指甲盖大小的漏水点，他们承担着市区640多公里供水

管网的测漏工作，这长度是沧州到北京的3倍多。

街头上街头上，，行人纷纷加快回家的步伐行人纷纷加快回家的步伐，，赵旭滨赵旭滨（（中中））和队员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和队员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检漏仪虽然精确检漏仪虽然精确，，但对特别小但对特别小
的漏点无能为力的漏点无能为力。。

听音杆声音很小听音杆声音很小，，一辆电一辆电
动车经过动车经过，，也会影响定位也会影响定位。。

李金鑫说李金鑫说，，自己每日沉浸在多肉的世界自己每日沉浸在多肉的世界
里里，，乐趣已经抵消了辛苦乐趣已经抵消了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