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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这些干活的手艺人安全度

夏，长河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开发指挥部

提供了防暑一条龙服务。

上午上班时间调整到 6 点到 11 点，

下午上班时间推迟到 15 点以后。工地

发放了防暑药品和清凉油，准备了绿豆

汤等防暑饮品。宿舍里装了空调，每天

还会送两次冰块。

因为给自己加了一些活，中午11点

半，李伟选才吃上饭。工友们已经休息

了。

一大盆米饭和特意留下来的菜，他

吃得很快。“天气热，没什么胃口，但也要

逼自己多吃点，才有力气干活。”他说，干

活流汗多，厨工做饭会稍微咸一些，给大

家补充盐分。

在李伟选等匠人日复一日汗水挥洒

下，长河老街的新模样渐渐呈现出来，咖

啡馆、大书房、非遗体验点⋯⋯新的业态

将慢慢形成。

踩着发烫的屋顶
敲下扎实的一榫一卯
今夏难熬，他们正挥洒汗水

努力唤醒这条杭州老街

流汗多，吃的饭菜也会咸一些流汗多，吃的饭菜也会咸一些

“我来报个料：发现一位女交通辅警，一身制服，帅得耀眼！最

近天气这么热，她在路口兢兢业业，动作标准，工作很认真。”

最近，有网友路过延安路解放路路口，发现这一幕后，立即告

诉了钱江晚报·小时新闻。

昨天早高峰时段，记者来到了延安路解放路路口，找到了报料

网友口中那位女辅警。她是杭州交警上城大队湖滨中队的袁雨

佳。

从舞蹈老师到交通辅警
她的选择让朋友们惊讶

袁雨佳正在疏导交通，一身辅警制服，加上姣好的面容、标准

的指挥手势，吸引了不少路人的目光。

脸上挂着汗珠，警服后背已满是汗渍。1996 年生

的袁雨佳，是杭州姑娘，从小学习舞蹈，在舞团

里实习过，也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参演过花车

巡游。2019 年，袁雨佳回到杭州，在培训

机构当舞蹈老师。

后来怎么会从舞蹈老师跨界成为交

通辅警？身边的朋友都不太理解。可袁

雨佳自己和家里人都觉得，没什么大不

了。“当时想换一份不一样的工作，也想体

验一下不一样的人生，正好遇到杭州招聘辅

警，就报名了。”

袁雨佳说，加入交警队伍后，她从原来的交通参与者成了交通

管理者，真正体验到了交警的辛苦。她指指自己腰上的警用装备：

“别的不说，这个就不是一般的重。”

辖区2.3平方公里路况了如指掌
涂三层防晒霜还是晒黑了

回想起刚加入警队时，袁雨佳说自己是从小白一步步走过来

的，“以前完全没有接触过交通管理，只能边学边摸索。开始我总

是害怕搞错了，或是担心当事人不理解⋯⋯同事们都很热心地教

我。现在我已经熟练多了。”

这位曾经在迪斯尼演过小仙女的妹子，现在能扶起 500 斤重

的警用摩托车。她对辖区 2.3 平方公里范围里的路况了如指掌，

具备了女骑警必备的技能。

今年，袁雨佳在交通执勤中度过第一个夏天。

长时间站在高温下的街头，她要涂三层防晒霜，胳膊上还戴着

冰袖，可“手和胳膊的颜色已经晒得不一样了”。

中队里包括她在内共有四位女辅警，最小的是位 00 后。“我

们女辅警在路面执勤，有容易沟通的优势。”袁雨佳说，“再热也

要出勤，这是我们职责所在。站在路面一分钟，就要站好一分钟

岗。”

袁雨佳希望，大家都能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平平安安出行。

本报记者 杨一凡 通讯员 沈静瑜

从迪士尼小仙女到交通辅警

“一身制服，帅得耀眼”
95后女孩烈日下执勤获点赞

李伟选做传统木工活

头顶烈日，汗水止不住往外冒，暴

露的脖颈和手臂有种火辣辣的刺痛感。

尽管这样，李伟选也不能把安全帽摘

下来，“干活的时候，安全永远是第一位。”

他说，等会儿休息时把安全帽拿下

来，头顶上的汗哗哗往下淌。

李伟选是浙江匀碧文物古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的一名木工，最近他和同伴

一起忙碌在杭州滨江区长河历史文化

街区保护开发项目一期工地上。

从今年6月起，包括李伟选在内的

60 多名手艺人，开始修缮这条老街上

的古建筑。预计下个月，长河历史文化

街区就能以崭新的面貌开街。

本报记者 杨茜 通讯员 宋桔丽 肖鳕桐

青砖、黑瓦、木牌门，远近闻名的“九

厅十三堂”古建筑群，诉说着长河这座千

年古镇的历史渊源和人文底蕴。槐河穿

街而过静静流淌，悄然横卧的小桥记载

着悠久历史，默默伫立的古槐树见证着

时光岁月。在热烈

而 漫 长 的 时 光

里，长河老街

透着一股木

制的香味。

沿街一

间间老屋正

在 翻 修 。 历

经百年，木头会

被虫蛀、变形，工人

们需要更换部件或者加固，再涂上如旧

的颜色。

54 岁的李伟选来自金华武义，个子

不高，身体结实。他是木工组的组长，在

组里还算年轻的，年纪最大的师傅已经

有64岁了。

“现在年轻人都去干家装了，很少有

人来干这个活儿。我们组装木头靠的是

插销、榫卯，有经验有手艺的老师傅才会

做。”

李伟选十五六岁就开始做木工，帮

每家每户造房子，后来转行开过超市，开

过拖拉机。近十年来，各地越来越重视

历史文化建设，李伟选的老手艺有了用

武之地。

“还是觉得和木头打交道比较踏

实。”李伟选说。

这个活，有手艺的老师傅才能做

“今年夏天特别热。”李伟选说，去年

夏天，他在临安修缮罗家祠堂，山里比较

凉爽；前年夏天，他在瑞安参与老街改

造，也没感到有多热。

而今年夏天，他觉得有些难熬。

早上 5 点，李伟选起床，洗漱一下，

上工。趁气温还没升起来，争取多干一

些活。

屋面的活已差不多了，还需要收尾。

李伟选说，这个季节，屋面的活最难

做，因为实在是太热了。屋顶在太阳直

晒下，温度能达五六十度，“脚踩在上面

都会感到烫。再加上黑瓦特别吸热，一

碰就烫手。”

不出一个小时，他的衣服就会全部

湿透。

他们干一会儿，就会从屋顶下来，躲

进屋里喝口水，休息一下。李伟选的大

水壶有 1.5 升，里面泡着女儿买的红茶，

满满一大壶，一上午就能喝光。

老屋的门窗都开着，穿堂风吹过，会

感到一点凉快。

大热天，屋顶上的活最让人难熬

长河古镇老街长河古镇老街

扮小仙女扮小仙女

烈日下认真执勤烈日下认真执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