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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记者帮

每年七八月份，是蜂类活动的活跃期。

统计显示，今年 6 月以来，杭州消防员已摘了

超过 700 个马蜂窝，其中 7 月以来，已至少摘

了278个马蜂窝。

昨天，杭州最高气温突破了 40℃。如

此高温下，处置马蜂窝要经受怎样的“ 烤

验”？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跟随杭州富

阳区消防救援大队富春消防站进行了一次

沉浸式体验。

这次要处置的马蜂窝位于富阳区东洲街

道一处灌木中，距离地面3米左右。

一般来说，消防员处置马蜂窝有三种办

法：最常见的是“火攻”，即用打火器点燃杀虫

剂，用火消灭马蜂和蜂窝；第二种办法是套袋

摘取，即对于裸露的马蜂窝使用编织袋整个

摘取；第三种办法是高压水枪冲击，主要针对

位置较高、人员不易到达或是不适合使用火

攻等场景，使用消防高压水枪对蜂窝进行直

接“打击”。

经过现场勘察后，消防员决定对灌木丛

中的马蜂采取“火攻”。富春站指导员李陆军

说：“马蜂窝位于灌木丛中，使用套袋摘取的

话，如果一下子没搞定，很有可能造成蜂窝里

的马蜂蜂涌而出并攻击人群。”

防蜂服是连体的，服装部分使用了特殊

材质，防火隔温，而且很厚；面罩部分在脸部

区域有金属网，保证视线正常。

穿防蜂服前，消防员手把手教会了记者

如何点燃杀虫剂，并保持持续喷出火焰。

“还挺简单的嘛。”记者心里的这个想法，

很快就被打脸了。

上午 10 点半，顶着烈日，记者穿上密不

透风的防蜂服，半分钟后，就明显感到额头和

眼角有汗流下，想擦汗，但根本擦不了。就像

是无数只蚂蚁从额头、眼角边爬过，又痒又难

受。汗水流进眼睛里，视线都模糊了。

好在，防蜂服还算轻便，攀爬、行走这些

动作，基本不受限。

“喷火焰，对准马蜂窝⋯⋯”记者心中默

念着处置步骤，跟着富春站处置马蜂窝最有

经验的魏嘉诚班长，信心满满爬上了灌木丛

边的脚手架。

可刚一点燃杀虫剂，记者就蒙了：“蜂窝

呢？”

由于戴着面罩，视线多少有些受阻，再加

上紧张，记者拿着喷着火的杀虫剂瓶，却找不

到目标。

还没反应过来，人已经被魏嘉诚一把拉

开了，“我来！”

站在一旁，记者才再次找到了蜂窝，而

此时整个蜂窝已在猛烈燃烧。伴随着一股

烧焦的臭味，蜂窝从灌木中掉下，魏班长又

对着空中飞舞的零星马蜂喷射火焰。

大概两三分钟后，现场已经看不到马蜂

的影子了。

在远处警戒的消防员们靠近后，又在灌

木丛边喷洒了杀虫剂。

整个过程大约不到10分钟。

这时，穿着防蜂服的记者已经有些坚持

不住了，“比蒸桑拿还热，全身已经湿透了。”

消防员说，脱下防蜂服的那一瞬，感觉吹

来的风有点凉，就像从太阳下走进空调房一

般。实际上，当时室外温度已经超过了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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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3点左右，杭州气温突破40℃。

拱墅区孩儿巷华东武林大药房门口核酸

检测点，穿着防护服的张远宁坐在木桌后面，

采样、消毒，手上的活儿没有停过。

防护面罩下，额角汗水止不住地往下

滴。他的大腿上，放着两个冰袋。趁着空，他

会用冰袋搓搓手臂，交替着让四肢都能感受

到凉意。

身后的凳子上，一台风扇呼哧呼哧地吹

着。张远宁说，风扇不是用来降温的，主要是

防止面罩有雾气。

“气温有 40℃了吗？我已经没有感觉

了。”眉眼挤在一起，他的汗珠又流了下来。

这几天，网上一则视频火了，一名“大白”

将防护服从鞋子处剪开，里面的水一冲而下。

视频中的主人公就是张远宁。

他不好意思地说：“其实不止是我，只要

是在采样一线的工作人员，大家都一样。”

张远宁一直坐着。他说，一站起来，防护

服里的水都会往脚上流，每天下班之后，需要

剪开防护服，把水倒了才能顺利脱下。

“倒下来的大概都是我的汗吧。”张远宁

也是头一回知道自己这么能出汗。

防护服里，他打着赤膊，穿着短裤，踏着

拖鞋。“每天衣服都湿透，球鞋像在水里泡过

一样，还不如一切从简。”

33 岁的张远宁是广东东莞人，做过服务

员、保安，也做过志愿者，4月还在因疫情被暂

时管控的小区里服务过。

疫情发生后，他基本上都在抗疫一线，他

多少为自己感到骄傲。

经过培训，他成为了一名核酸采样人员。

5月，他开始在这个核酸检测点做采样工作。

武林夜市开张以后，这条藏在小巷子里

的核酸检测点更忙了。张远宁也没有休息过

一天。上周，每天采样在 1800 例左右。这

周，杭州常态化核酸检测频次从 7 天调整为

72 小时，接受检测人员增多，仅 7 月 11 日一

天，张远宁就采样了2500例。

有位大伯忍不住感叹：“你这防护服热

吧。”

“感觉不到热了，就知道在流汗。”张远宁

笑了，他会在身上喷点酒精，酒精挥发前能感

受到一些凉意。

张远宁笑着说，没想到这份工作让自己

成功减肥。他 1.73 米的个头，两个月前还是

156斤，现在的体重128斤，足足瘦了28斤。

每天出门前，张远宁会多带一套衣服。

这是他回家前要换的，“不然冷热不均，容易

生病。这个岗位上可不能缺人。”

和张远宁搭档的，是一个名叫李中强的

小伙子。他负责扫码登记，打着赤膊穿着蓝

色的防护服，比张远宁的“大白”防护服通风。

小伙子双手总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趁

着空当，他扯开手套的一角，弯曲手臂，防护

服的袖管里就流出了水。“一个小时就要这么

倒一下，不然全都灌进手套里了。”

他拉开口罩，汗水也滴滴答答地流了出来。

李中强刚来 10天，正好碰上了最热的 10

天。让他开心的是，他也瘦了10斤。

今年，他刚刚参加完高考，还在等录取通

知书。“杭州的夏天比想象中热。”小伙子脸红

扑扑的。他没有告诉父母自己在做这个工

作，担心他们心疼，“等到我录取通知书到了，

这份工作也算告一段落。这个夏天太难忘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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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远宁用冰袋搓手臂降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