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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合肥市正在争

创全国文明城市，在各项

测评体系中，建筑工地的

生活区也被纳入其中。那

么目前合肥建筑工地的生

活区情况如何，工人们都

生活在怎样的一个环境

中，是否达到了文明创建

的要求？9 月 15 日，本报

记者与合肥市建筑事务管

理处的工作人员一起，走

进了五家建筑工地生活区

进行了实地探访。

夏日未尽，秋冬家纺市场已然很活跃。

各家纺品牌在第一时间发布本季秋冬新

品。而维科家纺以非洲迷情为代表的暖睡

康系列新品成为百花争艳中一枝奇葩。因

其“贴身即暖”的特性，使人们的冬日生活

更轻松。即将上市的暖睡康新品融入的非

洲元素设计理念当之无愧的成为这季家纺

秋冬新品时尚潮流的风向标。

贴身即暖，畅享优质睡眠

在寒冷冬日，睡眠质量堪忧成为困扰人

们的一道难题，秋冬家纺产品的保暖性能便

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维科家纺2011暖睡康

新品将产品的保暖功能演绎到了极致，贴身

即暖的特点使产品成为秋冬家纺市场上的

宠儿。

回归自然，引领时尚风潮

维科家纺2011年 9月上市的暖睡康新

品具有前瞻性地融入自然文化的基质，更迎

合了消费者通过家纺产品表现其生活方式

和文化涵养的需求。

“非洲迷情”以非洲原生态元素为设计

理念，采用抽象的斑马纹元素，颜色搭配突

破传统对黑白斑马纹的理解，土黄、深褐的

颜色搭配及湖蓝、浅紫的出挑点缀，极具异

域风情，让人仿佛身临非洲广袤草原，迸发

原始、生态之感，把人对自然的敬意转化成

融融暖意，让人与自然紧紧相拥。

在凡花一墨这款新品中，设计师通过五

彩大花与彩色小花的对比，诠释一种花海的

炫丽，似虚似实，似满似空。让人感觉清新

舒畅。

在“古韵”中，设计师将花枝优美的缠

绕，再配上佩兹利的素描底纹。让你仿佛又

回到了十九世纪的欧洲花园。

品质保证，打造品牌优势

维科家纺凭借集团强大的科研实力和

产业优势，在新疆建立了优质棉生产基地，

从源头上确保了产品的高品质；在纺织新纤

维的开发应用、织造、染整新工艺的应用等

方面积累了雄厚的技术实力和原创开发能

力，尤其是在天然环保纺织品和功能性纺织

品开发研究方面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国内首

创的拉舍尔工艺经历近十年的锤炼，在行业

里更是独领风骚。

维科暖睡康新品的强势登陆，将保暖性

能和时尚设计完美融合，为消费者创造别具

一格的美好现代生活，不再惧怕与寒冬相约。

维科家纺暖睡康非洲迷情系列新品与寒冬牵手相约

在记者走访的5

个生活区中，总体

来说情况都比较

好，基本能按照

合肥市建筑工

地文明创建的要

求设置晾晒区、

配备消防设施、放

置垃圾桶和保洁措施

等。但中建三局C项目

的生活区场地却着实不

让人满意。

在其他工地项目外场里看不到工程机械，但该

项目的外场却在入口处和后面堆放了不少工程机

械，放置钢材的仓库更是和生活区外场只有一墙之

隔，二者之间的一扇小门也没有关上。就在记者与

项目经理交谈时，一辆满载工程机械的卡车以极快

的速度驶来，冲进生活区大门，扬起的尘土让记者纷

纷掩住口鼻。

洗漱池边也汪起了积水，黑绿色的积水中洒满了

饭粒。水池璧上还有许多没擦干净的剩菜，苍蝇在周

围飞来飞去。下工回来的工人却全然不顾这些，只管

拧开水龙头冲洗一下汗湿的脸和满是灰尘的双手。

“水池脏？嗨，这没啥，水不脏就行!”工人师傅要求倒

是不高，可如果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呢？“家里要是这

样，肯定不行，不过我们在这里，住个一年半载，也就

走了。”

按照要求，工地生活区内必须规划出专门的晾晒

区域，这里也没有。放眼望去，几栋工棚上挂满了各

式各样的衣服，风一吹，像万国旗般招展，一些衣服盖

在另一些衣服上，遮住了阳光。

建筑工地，今天你文明了吗？
合肥建筑工地生活区文明环境实地探访

根据合肥市建筑工地文明创建要

求，每间工人宿舍居住的人员不能超过

16人，记者所探访的5家工地居住区，

基本都远远高于要求。位于徽州大道

与南二环交口附近的安徽建工某项目

生活区共有60间左右的宿舍，分布在

围绕着一个大场地的3栋工棚里，平均

每间房能住5个人。位于政务区的浙

江中天A项目生活区也有60间宿舍，

每间5人左右，让记者感到惊讶的是，

这里的每间宿舍都装了空调。“电费我

们出一半，工地出一半。”民工季师傅告

诉记者，“比较热的时候才开，省点电，

省点钱。”

宿舍里放置的大多是上下铺，但只

有下铺住人，上铺堆放着一些杂物。“宿

舍也不算大，这么放虽然难看了点，好

歹省点地方。虽然也有柜子，但人多，

肯定是放不下许多东西的。而且我们

也不管难不难看。”刘师傅一边告诉记

者，一边把汗湿的衣服搭在床沿。每个

房间都有窗子，不大，有的关着，有的开

了一半，也有的被挂了蚊帐的床遮住

了，并不方便打开。

有些农民工的妻子带着孩子和他

们一起生活。安徽建工某项目的宿舍

区专门提供了夫妻房，虽然只是小小的

一间，但是相对安静。在安徽国信建设

集团某项目生活区的一间较大的宿舍

里，除了几个上下铺之外，房间一角摆

放了一张稍大的床，塑料布将床围绕起

来，掀起塑料布，便是一张“夫妻”床了。

宿舍：虽为临时住所，也是一个家

建筑工人从事体力劳动，吃得饱

吃的好，才能有力气干活，工地的食堂

怎么样，自然很重要。而食堂的条件

和环境，直接关系到农民工兄弟的饮

食健康和安全。

安徽建工某项目的生活区食堂情

况是最好的。在食堂里工作的 3 个

人，每个人都有健康证，通通和食品卫

生许可证一起被悬挂在墙上。食堂被

打扫得很干净，无论是水池、案板，还

是存放菜肴的冷柜，都很整洁。

在政务区的宁波建工B项目生活

区的食堂里，记者看到，消毒柜并没有

打开，当记者打开消毒柜伸手进去试

温度时，厨房的工作人员才打开消毒

柜并解释道：“时间到了，自动断电

了。”操作间里，记者看到吃剩的菜并

排摆放着，虽然有虾有肉算是丰盛，但

是却没有防蝇罩，尽管“装备”了纱门

和纱窗，但苍蝇还是从没有关严的窗

子里飞进了储菜间。记者还在这里的

一间小仓库里发现了 12袋 50公斤装

的米，仓库很干净，米袋也堆得很整

齐。“这是刚进的货。”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然而记者并没有找到米袋上的生

产日期。

浙江中天A项目的生活区食堂情

况不容乐观。储菜间的台子上，做饭用

的炊具和几十双筷子随意散发，一把锅

铲上甚至还有未清洗干净的油脂。而

中午没吃完的菜被分别放置在大铁盘

里，上面没有加盖塑料布或者防蝇罩，

几只苍蝇正停在菜上享用美味。

位于政务区的中建三局C项目的

生活区食堂，记者看到，中午吃剩的菜

放在操作间，并没有加盖防蝇罩，后堂

也没有放置灭蝇的粘板。“我们有灭蝇

灯。”食堂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随着他

手指的方向，记者看到一个落了灰的

灭蝇灯，虽然苍蝇正在飞来飞去，灭蝇

灯却并没有打开。

此次在对工地生活区食堂的走访

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有健康证的从业人

员少于实际操作人员。在宁波建工B

项目的生活区食堂，食堂里当时有5人

在工作，却只有3人有健康证；浙江中

天A项目的生活区食堂，4人在工作，只

有2张健康证。而在安徽国信建设集

团某项目的生活区食堂和中建三局C

项目的生活区食堂里，这样的问题同样

存在。

遇尔闲暇的时候，也会记挂家里的庄稼和家人 丈夫带着妻儿一起来到工地打工

建设者用辛勤的汗水浇

筑起城市的高楼大厦

食堂：卫生堪忧，吃得饱未必吃得好

院落：同是工地生活区
差别咋这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