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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辉，一名普通的抄表员，工作已
11

个年头，负责城
区

70

平方公里内的
740

块水表的抄写工作。 他告诉记者，

每天清晨不用考虑当天做什么， 只要看看本子上早就安排
好的抄表路线就行。 不管刮风下雨，他的行程都不能改动。

因为这样才能保证在每个月
15

号以前，抄完所有用户的水
表，并在月末最后一天做出用户的水费报表，这样才不耽误
用户缴费和正常用水。

早晨
7

时
50

分，刘永辉已“全副武装”准备开始一天的
工作。 他一手拎着自制喷水壶， 一手拿根经过改装的细铁
棍。细铁棍前部成弯钩状，手柄处用红胶带缠着毛刷。刘永
辉说，这些是他掀开井盖的必须工具。

骑行半个多小时后，记者跟随刘永辉来到抄表的“第一
站”———平桥工业园区一座正在施工的工地。刘永辉将细铁
棍的弯钩处钩住水泥板上的小孔，双臂紧握，以井盖边沿为
支点拉动，四五十斤重的井盖就被打开了。 随后，他将喷水
壶对各块水表逐一喷水， 并用细铁棍手柄处缠的毛刷在水
表指示盘上轻轻一刷，表盘上的数字便清晰地呈现在眼前，

最后将数字逐一抄到工作本上。

居民小区的水表，安装地点大多比较规范，但刘永辉面
对的这些客户就不同了，他所负责的是口径

40mm

的大表，

水表位置分散，大多是在野外或者是建筑物建设前装的，装
完水表后，各种建筑又在上面建起，水表也就被淹没在钢筋
水泥或各种杂物之中了。 每当遇到些水表深处地下

1

米
~2

米处，表上沾着一些覆盖物，看不清度数，冲了水还是不行，

他便只好掰开井盖，下井去看。 井盖却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开，

螺丝刀、铲子先后上阵，又铲又撬，最后，用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把井盖搬开。 他再探身而下，用手抹去水表上的灰尘污浊，

打开手电筒才看清水表度数。

抄表工作看似简单，其实是件辛苦活。他们每天拉起的
井盖不计其数，稍不注意就会扭到腰，井盖翻了砸到脚，这
些都是家常便饭。 因此，腰、膝盖、手臂、脚成了抄表员经常
受伤的部位。 刘永辉说，抄表过程经常会出现“险情”：有些
地方的水表井位于绿化带内，尤其是夏天，一掀开井盖，许
多叫不上名字的虫子扑面而来； 有些企业的水表井在地下
2

米深，贸然下去蹲在里面作业会有缺氧的危险……“这些
都不算什么，在今年夏天抄表时，发现水表旁竟盘着一条大
黑蛇。 躲狗、翻墙、爬梯，抄表工作做久了，都能练出杂技
了。 ”刘永辉笑着说道。

据了解，类似刘永辉这样的抄表员，全市共有
106

人，

他们每天奔波在申城的大街小巷、楼院和小区，负责着信阳
城区

50

万平方公里的
16

万余块水表。 刘永辉告诉记者：

“我们的工作不仅仅是抄表不出错，解答、排查用户家中出
现的各种用水问题也都在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 时常有市
民家里的水气设施出现点小问题， 我们都会热心帮忙或者
帮着协调解决，能够换来市民用水方便，累点也值！ ”

首席记者周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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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平方公里抄 740 块水表

———感受水表抄表员刘永辉工作的苦与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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