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一扫关注，更多精彩线上呈现

7月 18日上午 10时 20分，中大街钟楼菜市场

南口段，骄阳似火，工地上 200名工人挥汗如雨。

中大街东段 95号，这座始建于道光七年（1827

年）有着 190年历史的民居的主人王丙，坐在改造中

的临街门面内，手拿摇扇，静静地望着 5米外街中央

基坑中施工的工人。生意停下来的他每天都坐在那

里，看着工人们在紧张施工，有时候还会烧上一壶开

水给他们送过去。从他家往东去 300米的距离内，是

一片繁忙的施工景象。

60多岁的吴师傅来自湖北省黄石市，他一边擦

着脸上的汗，一边清理着地上的杂物。“我们那边总

共来了 60个人，现在正是暑伏连天，太阳毒得很，可

为了赶工期，每天早上六点就开工了，中午十一点半

下班，下午两点半开始，有时候要干到晚上十一点

多，每天平均工作十个小时以上。主要是天太热，身

体有点吃不消了。”说着，他取下安全帽扇着风，记者

注意到，安全帽里湿漉漉的。

钟楼的外围搭起了高高的脚手架，七八名工人

正在高架上作业，蓝天白云映衬下，更显得酷暑难

耐。钟楼外围原有的门面已被拆除，越来越接近老

照片里的模样。西侧的工人们正在用传统的手拉滑

绳往上面吊运建筑材料，汗水已湿透了他们的衣

衫。

记者一路走一路看，一个熟悉的身影突然映入

眼帘，原来是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留华与钟楼街道

办事处的负责人在现场调研中大街改造工作。张留

华边走边与身边的工作人员交谈，汗水顺着他的脸

颊淌下来，湿透的上衣紧紧地贴着他的脊背。

工程施工单位武汉冠雅环境艺术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文艺，走进简陋的指挥部，拿掉头上的安全

帽，喘着气告诉记者：“天太热，工期又紧，为了保证

如期完工，我亲自过来督阵。现在我们每天都要上

200名工人。指挥部分成施工、技术、现场协调等 7个

小组，定人定责，下面还有文物修缮、民居修整、道路

施工 3个施工队。公司每天召开两次碰头会，商讨解

决施工中的具体问题。任务重，工期紧，困难不少，但

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克服，保证保质保量按时完工！”42

岁的他话语里满是自信。

李文艺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是专业从事旅游风景

区、寺庙、道观、传统古村落等工程设计与施工的专业

公司，之前在我省的尧山风景区、浚县西大街、嵩县某

景区等地都有过成功的工程案例。中大街改造是工期

最短、压力最大的一个工程。“随着工程的进一步推

进，下一步每天的工人数量将增加到 300人，汝州市

委、市政府这么相信我们，我们决不能辜负市委、市政

府的期望，更不能辜负汝州父老乡亲的期望！”

上午 11时 30分，工地上的工人陆续下班，指挥

部西侧的临时厨房里顿时喧闹起来，工人们用凉水冲

着头上的汗，蹲在地上有滋有味地吃起午饭，进入一

天中最惬意的休息时刻。

而在指挥部的小会议室里，从工地上赶回来的各

个小组负责人的碰头会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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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并快乐着

简单的午饭

补墙砖要用“绣花功夫”

随处可见的标语

小心翼翼施工

地下管廊将容纳更多基础设施工间例会解决问题

全线铺开 规模宏大

古建筑墙面外粉

钟楼全貌将重见天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