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文文明明明在我们身边

本报记者金培满
实习生王君文

系列报道之
譼訛

高温下 的坚守不平凡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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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有息县恒鑫汽车维修许月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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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发票代码：

141001420043

， 票号：

16719353

—

16719357

），因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连日来，我市持续高温，电网负荷达今年最高点，供电
部门提醒市民———

避开高峰节约用电
信阳消息（记者李亚云通

讯员杨帆）连日来，我市天气晴
好， 市民饱受高温天气之苦的同
时，电网也在用电负荷猛增的情况
下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随着全市用
电量一路飙升，我市电网负荷达到
2015

年以来的最高点。

“

8

月
3

日
13

时
25

分， 我市
电网负荷高达

197.2

万千瓦， 比
7

月
24

日增长了
56.8%

，为
2015

年
以来我市电网的最大负荷。 ”昨日
上午，信阳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在

7

月
25

日气温升高后，我
市电网负荷持续保持峰值，

8

月
3

日电网负荷达到最高点。 其中，

8

月
5

日， 我市日用电最大负荷为

176

万千瓦，

4

日为
195

万千瓦。

面临夏季高峰负荷考验，供
电公司工作人员呼吁市民避开高
峰时段集中用电， 科学合理使用
家用电器， 配合电力部门做好迎
峰度夏保供电工作。 在夏季日常
生活中，使用电饭煲、电磁炉等炊

具时， 应错开与大功率电器的使
用时间，减轻负荷压力，降低设备
烧毁的可能。空调设置在

26℃

，既
凉爽舒适又节能环保。 电热水器
设置在

45℃

，水温适宜洗浴，同时
避免了频繁加热启动， 可延长使
用寿命。

40℃厨房中烹佳肴

时间：昨日中午
12

时
地点：某酒店后厨
采访对象：陈世源（厨师）

室外温度：

32°C

厨房温度：

40°C

昨日中午
12

时，记者如约来
到酒店后厨见到了正在忙碌的陈
世源师傅。正值三伏天，正午走在
室外都觉得浑身汗津津， 更不用
说长时间工作在这容纳六七个锅
灶的酒店后厨里了。 刚进门不到
5

分钟，记者已经浑身汗湿透了，

身旁是锅灶的炙烤和蒸汽的熏
蒸，头顶上是排烟设备的轰隆声，

再加上油烟的呛味， 这种有如置
身闷罐的感觉着实让人难受。 此
时，室外温度

32℃

，而温度计显示
的厨房温度为

40℃

。

“想体验我的工作，这个时间
点正好！ ” 看到记者有些“不适
应”， 陈师傅打趣地说。 翻炒、调
味、掂勺、抖锅，“砰”的一声，油锅
里的火苗燃起，一道菜下来，陈师
傅已是汗流浃背。 “我一直觉得做
菜是一种享受，是一种艺术，把它

当成工作那就太累了。 ”陈师傅一
脸轻松地说， 尽管脖子上满是汗
珠， 头上的厨师帽帽檐也已湿了
一圈。

尽管在高温下工作，但师傅
们已习惯带着帽子， 在休息时
也很少摘下高厨帽。 “热，但一
到餐厅里就下意识地带上了。 ”

除了戴帽子外， 餐厅厨师在夏
天工作时也只得穿长裤与运动
鞋。 “一方面保障食品安全，另
一方面也防止烧伤、烫伤。 ”陈
师傅说。

中午
12

时，正是上菜的高峰
期， 每道菜的色香味不仅考验一
个厨师的做菜水准， 上菜速度更
考验着一个酒店的服务质量。

“陈师傅， 包桌的客人催了，

快点上啊！ ”“好咧！ 马上！ ”见服
务员过来催菜， 陈师傅依然有条
不紊地操作着。 “客人的心情我们
可以理解，但是作为厨师，绝不能
因为省时间就胡乱炒， 客人吃到
嘴里尝不出满意的味
道， 那才是最失败
的。 ”陈师傅一手持着
锅子，一手拿着锅铲，

眼睛紧盯着锅里的
菜， 丝毫不敢怠慢。

“一顿饭下来出
40

多个菜， 平均
一分半钟出一个菜， 这就是我们
的速度，忙而不乱。 ”说起做菜速
度，陈师傅很是骄傲。

据陈师傅介绍，他从
20

岁开
始就在厨房学徒，一干就是

20

多
年，如今，已经成为酒店的总厨。

“对于厨师来说，工作时间里也就
是三伏天最难受了，温度高，每天
下班都是一身的汗。 ”陈师傅乐观
地说，“每个行业都有其辛苦的时
段，不过，在厨房内已经工作了多
年，这点热可能常人难以承受，但
我们已经习惯了。 ”

此时已是中午
12

点
30

分，

从前台传来信息， 有几十桌需要
及时上菜， 看到厨房内别的师傅
忙不过来，陈师傅看了一下菜单，

迅速动起手来。 “每道菜我们都希
望顾客能用心品尝不浪费， 不枉
我们高温下的坚守！ ”

供电工人正在抢修故障电路

编后：

城市不会因为高温而停
摆， 高温下的城市更需要温
情。 无论是煎药师、垃圾清运
工，还是列车上水工、厨师，他
们都是城市运转不可缺少的
齿轮。 通过“高温下不平凡的
坚守”系列报道的采写，记者
深入一线，感受他们的工作与
生活。 面对高温，他们或许在
户外冒着酷暑忙碌，或者在特
殊工种的岗位上挥汗如雨。我
们的镜头与文字，不仅是记录
劳动之美，也是表达对他们爱
岗敬业的敬意。 在此，我们也
希望广大市民能给予他们更
多的理解和关爱。

陈师傅正在烹饪菜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