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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工作是查验监管，和快
递公司在承运货物前先打开查验
是否存在违禁品的意思差不多，
区别在于我们查验的是集装箱。

处于大型设备运行方便的考
量，港区除了集装箱和吊机，基本
都是没遮没拦的硬化钢筋混凝土
地面，一到夏天，地面受到阳光的
烘烤，看上去有一层气化的光晕，
像高速公路的路面，看久了会头
晕，地面可以烤熟鸡蛋。港区温
度起码 !"摄氏度，集装箱内部的
温度在 #$摄氏度以上。

干查验的第一个夏天，简直
度日如年，只要一走出查验点的

简易钢板房，汗水就像喷泉似地止
也止不住，制服始终贴在前胸和后
背上。运气差时，货物堆在 !$英尺
集装箱的最里面，钻进去那真是要
命，吸进鼻子的都是灼热的空气，
肺都要被点燃，有时还要戴上猪头
面罩，防止吸入刺激的挥发性气
体。要是不留神贴一下集装箱箱
壁或是碰一下铲车的黑色部分，手
或胳膊上就是一个泡。

又做了几年查验，到了夏天，
也不觉得背上的白白盐渍很突兀
了，空调不怎么喜欢了，一天不出
场透汗居然会觉得浑身不舒坦
了。或许，习惯了就好。

连续多日的高温天气，各地

上演“全城热死”大片。一片喊

热声中，由高校学子主演的“求

空调”大戏也隆重推出，“约

睡”后勤集团老总，给校长写诗

作词……求空调办法五花八门。

“本人愿意花 %$$$元邀请农

大后勤集团老总来北区八栋六楼

睡一晚。”夏至前后，在全国四

大火炉之一的南昌，高校后勤集

团的老总成为被约的对象。

江西农业大学网友“大罗山

隐士”的这则“约睡”帖发出后，立

刻引起高校学子共鸣，网友“爱死

了昨天”说：“确实应该让学校的领

导来寝室体验一下，四五个人的

房间，仅靠一个小风扇，根本无济

于事，睡醒了跟刚洗了澡似的。”

湖南各高校的校长们则普遍

收到了学子们创作的 《江城子·

求空调》精美词作。

“湘农学子耐热强，电风扇，

背靠墙。千亩湘农，何处可乘

凉？莫说心静自然凉，进寝室，

辗转反侧梦难香，汗湿裳，凉席

烫，遥望湘江，唯有泪千行。料

得今年夏更长，求空调，周校

长！”在网上，类似的词作纷纷

被换上自己大学的校名和校长

名，和连日居高不下的温度一样

“热”了起来。

“晚上宿舍似蒸笼，根本无

法入睡，”江西农业大学环境设

计专业一名姓蔡的学生告诉记

者，天气太热，靠一台电扇毫无

作用，静静地躺在床上也会汗流

浃背。有的同学甚至合伙到校外

有空调的小旅馆住，为此每人每

天大约要花费 "$元钱。

“是学生更娇气了，想当年

我们还不是一样熬过来了。”北

京市景山东街三井眼胡同一四合

院门口，光着膀子的袁森手伸到

腰间搓了一把泥后挥挥手说。

也有人对此持有异议，北京

市民孙女士老家在江苏，她告诉

记者，打算让儿子填报靠北方的

学校。“和小时候相比，现在的

夏天更热了，孩子去了南方，夏

天熬不住。”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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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高温上演“约睡”“作词”“求空调”大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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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大学生太娇气？
新 闻 回 放

“天气热点儿没什么，习惯了，
我不怕热，只怕挣不到钱。”"#岁的
农民工彭正如是说。

日前，高校学子主演“求空调”
大戏时，与大学生同龄的一些年轻
人依然在坚守岗位、挥汗如雨。

& 月 "# 日下午 ! 时，雨后初
晴，四川省广元市城区气温迅速上
升到 '!摄氏度，在重点工程北二环
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岁电焊工彭
正讲述了他的经历。

彭正是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和
平乡人，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辗转
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多个城市，目
前在广元市一个工地做电焊工。
“我家五口人，我最小，也最得

宠。虽然爸妈不愿意让我出去打工，
但村里的伙伴中学毕业后都出去打
工，我觉得自己不出去赚钱就会显
得很没用。”出于这样的想法，彭正
独自前往天津，“我在一家自行车厂
学会了焊工技术，并拿到了证书。”

前几天一直在下大雨，工地停

工。彭正有点儿郁闷(“在外打工这
么多年，换了不少工作，遇到过不少
坎，但从来都没把天气冷、热看成是
困难。”彭正说，“下雨了凉快了，我
并不开心，因为挣不到钱。”

工地上，与其他工人不同，彭正
穿着一身厚衣服。“由于电焊的时候
会产生辐光，所以电焊工人都要穿
上这种既不透气也不透光的服装，
再热也不能脱，否则四溅的火花会
让我皮开肉绽。”彭正说，在电焊时，
为确保质量，需要两人同时开工，
“若是 '$摄氏度的气温，我周围的
温度则高达 &$摄氏度。”

说起降温防暑方式，彭正说就
是茶水解暑：“工地上每天离不开的
是茶水。每个工友都有个特大茶杯，
里面泡着能买到的最便宜的茶叶。”
“广元这地方很不错，关心人。

为防中暑，除午休外，还发防暑药和
高温补助，我挺知足。”彭正说，最怀
念的是在老家农闲时，可以躲在阴
凉地方舒服地摇扇子、打牌。

对于如何看待大学生“求空调”，
彭正说，“我没上过大学，但我知道现
在的年轻人，都是跟着时代走的，希
望学校能多从学生实际角度考虑。
大学生们也要好好反思自己，因为
走出学校的那一刻是你去适应社
会，而不是让社会去适应你。”
本报记者 刘 慷 涂媛媛文)图

!农民工彭正

不怕热
只怕挣不到钱

大学生宿舍是否装空调不是新鲜

事，早在 '年前就有学者提出，学生宿

舍里的空调，于大学生的生活，已不是

什么奢侈品，而是必需品，还认为

“受热就是吃苦，吃苦就是磨炼”是十

分落后的教育观。

所谓必需品听上去很像是标配。标

配的含义就是必不可少，比如汽车的发

动机和刹车装置，比如车窗玻璃的升降

装置，但是否是电动的就不是必需的

了。大学生宿舍里的电源负荷应该是标

配，床、桌椅、书箱、杂物柜都应是标

配，甚至晾衣杆也应为标配，唯独空调

只能算是选配。空调可以被蒲扇、电扇

部分替代，空调涉及到安装及电费支

出，宿舍里并不是每个学生都能承担得

起。所以选配在中国大学当下发展阶段

是合理的。

今年一些学校的大学生，生出诸多

奇奇怪怪的请愿方式，企图压迫校方即

刻解决学生宿舍的空调问题，多少是一

种过激、不成熟和缺乏理性的表现。有

人说考生在选择大学时要把学生宿舍是

否有空调作为重要条件。我想说，对于

这样的学生，就让其搂着空调去度过大

学吧，是恒温了，但大学生活因此也就

苍白了。

说到空调，有人认为高温会使人身

体难耐，会使人精神不爽，会严重影响

生活的质量。其实，对温度的感受首先

是来自心境，其次是习惯，即对环境条

件的认同。'$ 多年前我们在大学，一

个宿舍 * 个人，%& 平方米，连电扇都

没有，那个热度可想而知。可是，真的

影响了读书、睡眠、成才吗？即使在高

温地区，一年最多一个半月的炎热，究

竟能造成多大身心伤害，值得探究。

这些年，大学生宿舍已经有了质的

变化，每间宿舍的人数减少，有阳台，

卫生间进屋，上床下桌的合理布局，充沛

的电力供应，高速的网络提供，公共洗衣

房的设置，这一切都在真实地进步着。因

为涉及到诸多复杂的原因，学生宿舍装

空调只能处在一个选配阶段。为何不把

这样的人生巧遇看成是小小磨砺呢？难

道说今天的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是磨砺

的机会太多了？

昨天，父辈读大学没有享受空调，

也没有耽误对你们的养育。今天，大学

宿舍没有空调，正可以让大学生们幸免

成为“大棚作物”。

吃苦
青春的专利
! 朱 煦

近来网络上大学生宿舍、空调
成为热词，让人于同情之中感慨万
端。

幼时夏天只要不逢雷雨，都在
场院睡，连顶蚊帐也无，蚊虫叮咬
咋办？割把艾蒿四围一撒了事。天
热地烤，实在难睡，大家说着话，夜

深困倦，自然睡着。待到中学时已
是上世纪 *$年代后期，家中已通
电，但尚无余钱安电扇，夏天太热
时，就卷一草席，几个堂兄弟吆喝
着来到打麦场边的老坟地，顺坟茔
铺展，与地下的老祖宗抵足而眠。

及从学校进入军营，多时 !$

余人一大间，少时 %$人一室，哪儿
有空调？唯有电扇足矣。这么多人
一起，打鼾声梦呓声磨牙声混合，
汗臭味脚臭味屁臭味交相，实在太
热，卫生间冲凉水澡就是最美享
受。没谁叫一个苦字。

拿着父母的血汗钱，吃饱喝足

再要空调，不然就把学习的时间用
来发帖子，声音还那么高亢，实在
刺耳。想一想连午餐也吃不上的老
穷偏远地方的小学生，他们连教学
用的电脑尚且没有，你仍把学习用
的电脑来玩游戏和发帖，情何以
堪。若年轻人勇于担当，善于创业，
事业有成，自己挣钱有方，开着自
买的宝马大红旗，酷热的夏天你在
宝马里开空调，那是自便，没人指
责你们。

当然如果条件具备，学校有能
力为宿舍安装空调，何乐不为？但
路得一步步走，空调发明前人们生
活照样一天天过。故可以说，这个
空调么，可以有，但不是必须有。

我 %++#年来京上大学，那时学
校的住宿条件与现在有天壤之别。
一间宿舍多则 *人少则 &人，研究
生 '人一间，条件比本科生稍好，但
厕所和洗漱间共用。

%++& 年北京的夏天让人着实
难忘，怎一个热字了得。学校晚上
%%点熄灯，妈妈特地给我买了个夹

在床头的小电风扇，一吹吹到熄灯，
那种满足溢于言表。

同楼的女生回到宿舍，全都短
打扮，谁也别笑话谁，热啊。晚上浑
身上下黏糊糊的根本睡不着觉，也
不知是哪个系的女生先发起的，晚
上睡觉前，大家在水房里接好水，站
在开关边上的女生一关灯，就听哗

哗的一盆盆水往身上浇的声音。学
校的水很凉，洗好了澡，躺在床上赶
紧睡觉。一般能坚持到凌晨 %点，就
热醒了，满脖子汗，回到水房，同样
的工作再做一遍，回去接着睡。那一
年我一次感冒也没得。

泡图书馆和自习室，原因很简
单，那里有吊顶的电风扇，很享受。
晚上 %$点教学楼锁门，回宿舍还得
洗凉水澡。去商场也是同学们热得
无奈想出的办法，对面商城晚上 %$

点关门，我们一下课就去享受免费
空调，当然回去还得洗凉水澡。

那时我们没有空调，没有独立
卫生间，不能天天洗热水澡，我们依
旧过炎炎夏日，我们很快乐，我们有
回忆。

回想我的大学，总会略带自
豪地对别人说，大学 !年我没有
买过电风扇，倒不是因为杭州的
夏天不热，也并非我不怕热，而
是因为学校小店里卖的电扇总
不是我心仪的样子，所以总是抱
着等一等的想法，终于想随便买
一个的时候，往往夏天就快过去
了，于是作罢，所以那几个夏天，
我就靠着寝室的吊扇扛过去了。

"$$, 年第一次体验杭州的
热，刚开学的兴奋，加上白天
要军训，晚上总睡得格外香甜，
哪管天气热不热。再后来，每
当酷暑来临，正是快要期末考

试时。如果说晚上闷热时睡着
后还能忍受的话，那白天的腾
腾热气绝对让人无法安心复习，
加之那时的我不喜欢去压抑的
图书馆自习室看书，所以校园
里唯一凉快的地方就被我淘汰
掉了。我最常去的地方是高教
园区里的肯德基餐厅，可以在
那里呆上一整天。还有一种夜
间纳凉法，就是和其她女生一
起去 -./ 通宵 - 歌，又 0120

又凉快。总的说来，每当天气
开始热起来的时候，“就快回
家了”的期盼就是我战胜酷暑
的最大动力！

“80后”
善找凉快地

! 周恬田 江苏广播电视总台编导

"焊接间隙，浑身湿透的

彭正趁机擦把汗。

“70后”

没有空调 依旧美好
! 周 颖 北京媒体人

“80后”
习惯了就好
! 徐征宇 上海海关关员

! 学生有权享受社会

发展带来的福利这事

儿。

!“高考填志愿了，

!""、 #$% 都是浮云，

有空调才是硬道理。”

! 一黑人留学生问我，

学校什么时候放假，

“郑州太热了，想回非

洲了。”

大 学 生 吐 槽

网 友 回 应

@ 湖大刘欣颖：大学

能得到的经费有多少？

给寝室装上空调的预算

是多少？是不是真的难

以承受？请校方不要无

视学生的诉求，哪怕拒

绝也请给我们一个理

由。

@ 旭日照海风：山区

还有多少孩子连个不漏

雨的教室都没有，城里

的大学生，这点儿热就

受不了，没有点儿吃苦

精神，靠什么去拼搏奋

斗？

@ 多余的鼠标：我们

以前读大学，连电风扇

都没有，不也过来了？

现在还有大量市民都没

有用空调，大学生年纪

轻轻，身强体健的这点

儿苦都吃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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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师范大学

佑铭体育馆，

不少学生自备

床具纳凉过夜。为

解决高温天气下复

习备考及休息难题，

华中师大将所有配空

调的场馆、会议室、报告

厅、实验室等开放纳凉。

纳凉体育馆

“60后”

有则喜悦 无亦安然
% 鲁 钊 河南南阳公务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