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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修空调忙成陀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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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人们对空调的依赖突破新

高，一旦制冷出现故障，及时报修、刻不容

缓。近日，修理空调的冯师傅在百忙之中

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向记者讲述自己忙成

了“陀螺”的夏天。

初夏忙清洗 盛夏忙修理
修了十几年空调的冯师傅告诉记者：

“以我这么多年经验来看，大多数家庭都

是在刚到初夏就找我们来为空调进行清

洗、消毒，大概从4月份就开始了。”

“4月？是不是有点早？”记者问。冯

师傅笑了：“我们说4月都说的是农历，好

多人家在那时候就清洗空调，是怕以后忙

起来要排队了，一等就是两三天！”

据冯师傅介绍，盛夏时分，家家户户

的空调都长时间运转，空调容易出现各种

毛病故障。比如氟没了、压缩机内部阀片

老化、空气过滤网该换了等等因素都可能

造成空调不制冷。

初夏忙清洗，盛夏忙修理，已经成了

冯师傅夏天工作的一个规律，这个规律有

一个不变的法则，就是“忙”。

一个月兼职150单 全职300单
冯师傅告诉记者，夏天到了七、八月

份，兼职空调师傅每个月修空调的订单不

会少于150单，一天至少得有5单。“这里

说的兼职，指的是除了修空调，还要负责

修理其它的电器。”他以自己熟识的一位

电器修理师傅为例向记者这样介绍，修空

调只是兼职师傅们工作的一部分内容，但

是在夏天，这一部分工作可以占到他们工

作量的三分之二。

冯师傅告诉记者：“夏天有时候一天

10单打不住，从早到晚都在忙，用那句话

说，不是在修空调，就是在去给人修空调

的路上。七、八月份，每个月至少接活

300单，每天完成的量不固定，复杂的费

点时间，不然就能多跑几家。”

夏天就是起早贪黑紧忙活

记者在约访冯师傅的时候发现，晚上

十点多他还在外面工作，据冯师傅介绍，

他每天早晨六点出家门，一般十点以后手

机才安静下来，别人都要休息了他才准备

回家。

“我也想休息会儿，晚上也想早点回

家，可是客户们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的催，

根本没时间休息，这么热的天儿，谁家空

调坏了不着急啊。”用他的话说，“夏天，就

是起早贪黑，白天黑夜没得闲，有的时候

半夜还在别人家修空调”。

冯师傅有个1岁的小女儿，在采访过

程中，每次提到女儿，他的话语中都有满

满的爱：“再苦再累，回家一看见女儿就觉

得一切都不是事儿！”可为了工作，他陪伴

孩子的时间很少，夏天修空调，冬天修热

水器，工作让他家家户户的跑。他说自己

没有假期，为了生活也并不舍得放自己的

假，为了女儿为了家，奔波辛劳他总是甘

之如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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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西

山永定河文化带，是北京在未来发展中城

市文化保护和建设的基础内容，是今后北

京城市文化构建的重要方向。2017年9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

划(2016—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中

对北京三个文化带是这样表述的：“推进大

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

带的保护利用”，并强调要“加强三条文化

带整体保护利用”。因此，如何看待北京三

个文化带与北京历史文化的关系，是我们

认识和落实《规划》发展的必要文化准备。

大运河文化带是通过京杭大运河联

通起来的北京与江南文化以及大运河沿

线各地域文化的文化传输链，是北京三个

文化带中文化融合的重要通衢，也是北京

城市副中心建设发展的文化源泉之一。

正确认识大运河文化带与北京历史文化

的关系和影响，是我们按照《规划》进行文

化发展和建设的重要保障。

《规划》对大运河文化带是这样表述

的：“以元明清时期的京杭大运河为保护

重点，以元代白浮泉引水沿线、通惠河、坝

河和白河（今北运河）为保护主线，以北京

城市副中心建设为契机，推动大运河遗产

保护与利用，加强路县故城遗址保护，全

面展示大运河文化魅力。”《规划》中所表

述的大运河文化，除了京杭大运河之外，

还包含了元代郭守敬引白浮泉水、开辟通

惠河畅通北京漕运和城市供水的水系。

因此，从北京城的整体发展看，大运河文

化是北京作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古代

都城成熟发展阶段的文化脉络。

纵观大运河文化带的形成，它与北京城

市发展和北京历史文化构成有着极为密切的

历史文化渊源。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大运河是北京重要的物资资源的保

障体系之一，承载着北京的城市发展的资源

供给，是北京历史文化的物质文化导引带。

元代定都于大都，北京第一次成为全

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统治中心。作为当

时全国最重要的城市，大都城无论在城市

规模、城市人口，都在全国占据着重要的

位置。如何解决这样一座大型都城的城

市物资供给，特别是从物产丰富的江南一

带输运大量的粮食、丝绸、建筑材料等城

市必需品，是元朝统治者必须解决的关键

性问题。正是出于这样的供给需要，至元

三十年（1293年）经浙江、江苏、山东、河

北四省及天津、北京，贯通海河、黄河、淮

河、长江、钱塘江五个水系的京杭大运河

全线贯通。元代大运河最北端引北京昌

平白浮泉，经元大都城内积水潭，流经通

惠河，在通州与京杭大运河连接。元代京

杭大运河是实际上工程量最大、运程最长

的运河。明清两代，京杭大运河河道虽偶

有变化，但基本保持着京杭大运河的基本

主脉，它是北京城市物资供给的基本保

障，成为北京物质文化的引导带。

2.因大运河而兴起并繁荣发展的通

州，是北京城形成完备的都城体系的重要

标志之一。

通州城位于北京东南部，是北京的东

大门和东部交通要冲。元代大运河的修

筑，让通州成为连接江南地区以及大运河

沿岸与北京城的水路、陆路枢纽。尤其是

自元代以来历经明清两代，通州作为北京

城的东大门，成为中央政权管理大运河漕

运和京城陆路进京的重镇，由此而带来通

州的兴盛和繁荣。通州作为京城东大门

和城市物资调配中转的集散地，标志着北

京都城城市供应体系的完备发展。

3.大运河作为连接和沟通江南文化

与北方文明的连接输送带，承载着北京集

天下之大成的文化血脉的供给功能，使得

大运河文化成为向北京历史文化输送大

运河沿岸不同文化养分的重要来源。

元代以来，京杭大运河不仅承载了北

京城市物资供给的物资通道，也成为江南

地域以及大运河沿岸不同地域文化养分输

入京城的文化传播“通道”。数百年的大运

河漕运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同地域文化养

分，通过这条不停流淌的运河，汇聚于北

京。这为北京历史文化发展带来了大量不

同地域的文化形态和文化元素，为北京历

史文化的丰富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的

文化营养，也成为北京文化多元化丰富形

态的重要来源通道。从这个意义上说，通

过流淌的大运河，大

运河沿岸不同的文化

基因被源源不断的漕

船“漂”到北京，也是

北京历史文化不断丰

满、成熟的进程。

记者走访修空调的冯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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