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岗元社区环卫在极端天气下的工作状况初查

访谈目的：了解大岗元环卫工人在极端天气下的工作状况、所采

取的适应措施及需求，探讨可开展的社工服务。

资料收集方法：面谈调查

时间：2023 年 9 月 26 日下午 4:30-5：00

地点：大岗元党群服务驿站

对象：大岗元社区 16名环卫工人（8 名女性、8 名男性）

以下结果由西村街社工站 4名工作人员的访谈记录（见附件）整

理而得。

一、受访者基本信息

1. 背景资料：

此次受访者年龄壮年居多，15名在 40 岁以上，集中在 41-50 岁

这一年龄段，有些人已经从事环卫工作十多年，其中 2 名男性受访者

工作年限超过 20年，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还有 3 名工作年限少于

1年。他们来自广东、广西、湖南、四川和山东等地，多是由同乡介

绍到大岗元工作。

2. 工作安排：

根据 2022 年 12 月 1日实施的广州市《环境卫生作业质量管理规

范》地方标准，广州环卫工的保洁作业区域大体分为两类：一类为市

政道路，另一类为内街巷、居住区。环卫工日常规定职责包括大岗元

社区的道路保洁和垃圾收集。据工人们介绍，扫地的路段一般是固定



的，但收运垃圾需要爬楼才能收集每个楼道的垃圾，有时居住区道路

狭窄，需要借助电动车将垃圾桶拉到大路上进行运输。

他们的上班时间为早上 5 点半到上午 10点半，下午 2 点到 5 点。

由于垃圾分类“站点守桶”的要求，晚上也会加班 2 小时，通常是晚

上 7点到 9点，工人会获得相应的加班费。

环卫工人的收入会根据加班和请假情况有所变化，节假日加班可

以获得额外的加班费，但请假则会减少收入（一天约 200 元）。

环卫工人的工作流程
环卫工人的工作流程可以大致分为清扫和收运两个阶段。结合环境卫生作

业规范和工人们反馈，以下是一个具象化的环卫工人的工作流程：

1. 清扫阶段：
- 早上 5点半，环卫工人准时到达工作地点，穿上工作服和防护装备。
- 他们开始清扫工作，首先检查清扫工具和设备是否齐全并正常运行。
- 环卫工人利用扫帚、铲子等工具清理街道、人行道、公园等区域的垃圾、

落叶和杂物。
- 他们需要细心扫除路边的烟蒂、纸屑等小垃圾，并清理道路上的积水、

泥泞等污物。
- 环卫工人还会定期进行路面清洗，使用水管和清洗设备清洗道路和人行

道，确保地面的清洁和卫生。
- 清扫过程中，他们需要注意交通安全，确保自己和行人的安全。

2. 收运阶段：
- 清扫完成后，负责转运的环卫工人开始收集垃圾。他们穿上手套和口罩，

以防止接触有害物质。
- 环卫工人沿街道逐个收集垃圾桶中的垃圾，并放入收运车辆或装载到垃

圾袋中。
- 对于无法直接进入的小巷和楼道，环卫工人需要步行或骑电动车到达，

并手动搬运垃圾桶中的垃圾。
- 环卫工人要小心处理有害垃圾、易燃垃圾和大件垃圾等特殊垃圾，确保

安全处理和分类回收。
- 收集完垃圾后，环卫工人将垃圾运送到指定的垃圾处理站或转运车辆

上，确保垃圾得到合理处理和处置。
3.垃圾分类站桶：晚间在垃圾站旁值班指引居民投递及垃圾分类工作。

整个工作流程中，环卫工人需要不断移动和转移工作地点，保持专注和耐
心，确保清洁环境的质量和效率。他们的工作不仅为社区创造了干净整洁的环



境，也为居民提供了更好的生活品质。

3. 生活状况：

为了方便工作和节省时间，环卫工人选择在周边的罗冲围和增埗

村租房子住。平日中午休息时，环卫工人会回家煮稀饭、更换衣物，

并偶尔煲汤以满足自己的需求。由于在广东生活时间较长，大多数环

卫工人能听得懂粤语，其中一部分人甚至能够流利地说粤语。

总体来说，环卫工人的工作辛苦，他们每天早起、承担着社区清

洁的责任。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在生活习惯上逐渐融入广东，由于工

作任务繁重，希望能够得到一些便利设施和福利更好地改善他们的工

作和生活条件。

二、极端天气遭遇和看法

此次受访的环卫工人在不同极端天气下的遭遇包括：

1.高温天气：主要遭遇有容易中暑，出现头晕、头疼等症状。流

汗使全身湿透，汗味重，需要更换多次衣服。

16 名中，超一半受访者表示有明显感受到极端天气越来越多，

尤其是今年，感觉有段时间非常热，也很晒，手臂起了很多热痱子，

扫地的时候汗如泉下，感觉快要中暑了。对他们来说，清扫垃圾是体

力活，高温天气干活非常辛苦，有时候因为太热太累感觉头晕和头疼，

而且流汗很多，全身都湿透了，汗味也很重，都不好意思靠近别人，

每天起码要换三次衣服。据其中 4名受访者表述，有同事或自身曾经

在高温天气中暑，其中一名表示多年以来，曾中暑 3次，但他们基本

上不会去就医或求助，主要通过喝水和休息来缓解症状。

目前，广州对于高温作业在政策上的补偿主要是高温补贴，环卫



每个月能收到 300 元，每年 6-10 月期间共 5 个月发放。至于高温作

业气温达到 39度以上必须停工的要求，环卫们表示风雨无阻，没发

生过因高温停工的情况。

2.下雨天气：所有受访工人都表示极端降雨天气（台风或强对流

天气引起）下工作最辛苦、影响最大，主要遭遇有工作量增加，需要

替换湿透的衣物，担心被树枝砸伤等，另外，双脚接触带有细菌的雨

水可能导致皮肤疾病如脚趾溃疡。

具体而言，一是因为会淋湿身体可能不舒服，“穿着雨衣都会湿

了”“一天换两三套衣服”，而且双脚接触了带有细菌的雨水，可能会

有皮肤方面的疾病如脚趾溃疡；二是工作量大幅增加，雨水导致树叶

掉落更多，清扫任务更繁重，而且路面有积水，不容易清扫垃圾，“台

风天树叶根本扫不完”“树枝掉落、积水过后淤泥、垃圾变多等”；三

是受伤风险，比如担心狂风暴雨吹落树枝砸到自己（有 1人表示自己

曾经差点被树枝砸伤），或因“路面积水严重、地陷等”导致的工作

效率变低以及滑倒。其中，有 2 人表示曾经试过因为下雨天工作受伤，

1 人因为路滑跌倒，1 人看不清路况踩入沙井盖摔倒。无论天气状况

如何，工人都需要正常上班。只有前几年“山竹”台风，试过半天休

息停工，其他时候都是风雨无阻，当天要搞好负责区域的卫生。

此外，这些环卫工人还表示自己身体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因工作

劳累带来的毛病，如风湿骨痛、腰背颈部酸疼，当天气明显变化如潮

湿天气，他们就会感觉到酸痛，轻微疼的时候都是忍一忍，严重的时

候就会贴些膏药、吃药。部分则表示已经习惯了在这样的天气下工作，



身体基本上能够适应。

3.寒冷天气：有一组访谈问及了寒潮天气下的身体感受，由于体

力活动会出汗，未有工人发生过感到冻僵的情况。

4.对极端天气趋势的看法：16 名中约 50%的受访者认为今年特别

热，同时提到今年还下过冰雹，台风天、下雨天也多。另外半数对于

频率和强度方面并没有明显感受到变化。工人们更关注极端天气对工

作和生计的影响，而不是健康和安全风险。

总体上，受访环卫工人均须长时间在户外天气下工作，同时缺少

休息时间和灵活安排工作任务的空间。他们在面对各种天气条件时，

会尽量适应和应对，但也面临着工作量增加、安全风险和健康问题等

挑战。

三、个人适应措施

环卫工人在不同天气下已经采取的个人适应措施包括：

1. 高温天气：戴宽边帽和袖套，喝淡盐水或藿香正气水预防中

暑，携带大量饮用水（约 3 升-5 升）来补充水分，食用清淡的粥或

菜汤，寻找有树荫的地方纳凉。高温期间会注意避开温度最高的时间

段，偶尔会前往便利店避暑。

2. 下雨天气：穿戴雨衣、雨鞋进行工作，社区会定期发放雨衣。

在雨大或感到危险时会躲避，一般选择在社区楼梯底暂避。

3. 寒冷天气：多穿衣服保暖，因为工作后身体会慢慢热起来，

此类天气对身体影响较小。

此外，所有环卫工人日常会关注工作群的天气预警信息，但大多



数人没有查看天气预报或预警的习惯，主要依赖群里的通知。总体上，

环卫工人会采取一些基本的极端天气应对措施，如穿戴防护衣物、补

充水分及服用防暑药物等，但他们对高温疾病的症状了解较少，繁重

的工作量优先于对自身感受的关注，生活上基本没有特别安排，缺乏

了解极端天气影响的意识和积极的适应意愿。

四、服务建议

总体上看，面谈收集的环卫工人需求分为以下两方面。

1. 工作时间和工作量调整以及发放辅助用品：

- 希望环卫站允许适当调整工作时间和工作量。

- 希望定期发放应对突发极端天气的辅助用品，如雨衣、雨鞋等。

- 呼吁社区居民多谅解极端天气下工作效率较低的问题。

- 鼓励有能力的居民共同清扫因极端天气带来的社区垃圾。

2. 提供便利设施和服务：

- 希望社区设置取水点供环卫工人取水饮用，减轻自身负担并节

省费用。

- 希望有专门的休息场所提供给环卫工人休息、避雨和纳凉，类

似于驿站功能，并配备空调、桌椅和饮用水。

- 希望像长者饭堂一样提供优惠的午餐，减轻环卫工人中午煮饭

的辛劳。

- 希望社工能开展一些服务活动，如健康类服务或节庆类福利活

动，惠及环卫工人等群体。

以上，针对第一方面，作为极端天气下易受影响的群体，环卫的



处境需要得到街道各方的重视，可由社区、环卫站和居民发起相关倡

议，共同营造一个户外工作者友好的环境；针对第二方面，社工站可

以发挥相对重要的作用，利用协调闲置场地、资源等优势为环卫工人

提供便利化服务，如提供取水点、防暑降温物品等，同时，依能力所

及，联系卫健等专家组织相关极端天气下的人群培训、健康应急科普

和紧急服务，提升环卫工人对极端天气影响的认知及应对能力，减少

职业性中暑及雨天人身伤害等情况的发生。



附件：三份访谈记录

访谈记录（一）

时间：2023 年 9 月 26 日下午

地点：大岗元党群服务驿站

对象：8名环卫工人（5 名女性、3名男性）

记录员：刘青霞、何婉媚

一、受访者基本信息

8 名环卫工人“老家”分别是广西人（4 人）、湖南人（2人）四

川人（1 人）和山东人（1 人），其中 7 人年龄在 40 岁以上的，已经

干了十多年环卫工作，最长工作年限是 17 年，1 名年纪较轻的，工

作未满 1 年，由同乡介绍到这里工作。因在广东生活时间较长，都能

听得懂粤语，其中有 3 人能说流利粤语，2名来自广西的自身懂得较

为流利使用粤语。他们主要负责大岗元社区的清扫工作，早上 5点半

上班、10 点半下午，休息到下午 2 点半上班。每天工作时长为 8 小

时，但是因为垃圾分类“站点守桶”的要求，现在晚上也会加班 2小

时（大概夜晚 7 点到 9 点），有加班费。中午休息期间，环卫工人会

回家煮饭吃。为了方便、节省时间，他们选择在周边（罗冲围、增埗

村）租房子住。

二、极端天气遭遇和看法

受访者均表示有明显感受到极端天气越来越多，尤其是今年，感

觉有段时间非常热，也很晒，手臂起了很多热痱子，扫地的时候汗如



泉下，感觉快要中暑了，而且今年还下过冰雹，台风天、下雨天也多。

对他们来说，清扫垃圾是体力活，高温天气干活非常辛苦，有时候因

为太热太累感觉头晕和头疼，而且流汗很多，全身都湿透了，汗味也

很重，都不好意思靠近别人，每天起码要换三次衣服。据其中 3名受

访者表述，有同事或自身曾经在高温天气中暑，其中一名表示多年以

来，曾中暑 3 次，但基本上不会去就医或求助，主要通过喝水和休息

来缓解症状。这些环卫工人还表示自己身体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因工

作劳累带来的毛病，如风湿骨痛、腰背颈部酸疼，当气候明显变化如

潮湿天气，他们就会感觉到酸痛，轻微疼的时候都是忍一忍，严重的

时候就会贴些膏药、吃药。部分则表示已经习惯了在这样的天气下工

作，身体基本上能够适应。

8 人当中，有 2 人表示曾经试过因为下雨天工作受伤，1 人因为

路滑跌倒，1 人看不清路况踩入沙井盖摔倒。但是无论刮风下雨还是

严寒酷暑，他们都要正常上班的。只有前几年“山竹”台风，试过半

天休息停工，其他时候都是风雨无阻，当天要搞好负责区域的卫生。

他们表示最辛苦的是下雨天工作。一是因为会淋湿身体可能不舒服，

而且双脚接触了带有细菌的雨水，可能会有皮肤方面的疾病如脚趾溃

疡；二是雨水导致树叶掉落更多，清扫任务更繁重，而且路面有积水，

不容易清扫垃圾，三是担心狂风暴雨吹落树枝砸到自己（有 1 人表示

自己曾经差点被树枝砸伤）。同时，也有 1 名环卫工表示，最难受的

是高温的天气，尤其是试过气温高达 39 摄氏度，还需要户外工作，

就非常辛苦。此外，他们表示有听说过气候变化这个词语，有时候是



听新闻说的，有时候是因为身体会明显感受到天气变化带来的影响，

如上述说的风湿骨痛。

三、个人适应措施

高温天气时候，他们会喝淡盐水或者藿香正气水预防中暑，每天

都会带上几瓶大瓶装的饮用水或者备好几箱矿泉水，喝很多水来补充

流失的水分。饮食方面则会煮一些粥或者菜汤吃。有时候累了也会找

一些有树荫的地方纳凉。（他们表示社区里没有什么室内的地方给他

们乘凉休息，因为全身都是汗味，他们其实也不太好意思随便去到别

人一些室内的场所休息）。下雨的时候，他们会穿戴雨衣、雨鞋工作，

环卫站每几年就会发雨衣给他们。在寒冷天气时，他们表示主要时通

过多穿衣服来保暖，因为工作后身体也会慢慢热起来，对自身的影响

没有高温及暴雨天气影响大。

四、服务建议

受访者一是希望社区能设置一些取水点供他们取水饮用，这样他

们不用工作的时候都带着重重的水壶，而且还可以帮他们省一点费用；

二是希望有专门的休息场所提供给他们休息、避雨、纳凉，如像大岗

元党群驿站这样的室内场所，还有空调、桌椅、饮用水等；三是希望

能像长者饭堂那样提供优惠的午餐，他们中午就不用辛苦煮饭了；四

是希望社工能够开展一些服务活动惠及他们这些群体，如健康类服务

活动或者节庆类福利活动。



访谈记录（二）

时间：2023 年 9 月 26 日下午 4:00-5:00

地点：大岗元党群服务驿站

对象：4名环卫工人（1 名女性、3名男性）

记录员：黄莹欣

一、受访者基本信息

覃杰清，女性，43岁，工作年限 3 年，职责是保洁（扫地）。

李师傅，男性，48岁，工作年限 1 年多，负责收运。

陈友才，男性，60岁，工作年限 15年以上，负责保洁。

覃廷发，男性，50多岁，工作年限 10 多年，负责收运。

4 名环卫工人有 3 名来自广西，1 名（陈师傅）来自四川。全在

大岗元社区工作，工作地点相对固定，不因季节和天气条件的变化有

所调整。上班时间是上午 5:30-10:30，下午 2:00-5:00，因为晚上因

为站桶引导居民垃圾分类需要加班两个小时（晚 7:00-9:00）。一周

有一天的休息时间，根据排班确定。节假日加班一天有两百多的加班

费，请假一天会少两百多。他们居住在增埗社区和白云区的上步，因

为大岗元社区房租会相对贵一些。平日中午会返家休息、煮稀饭、替

换衣物，休息的时候偶尔会煲汤。

保洁清扫的扫地路段是固定的。收运则需要爬楼收扫每个楼道的

垃圾，此外，因社区很多路转运车进不去，收运人员在社区的工具要

借助电动车，用于拉桶到大路上。李师傅表示收运完，一个星期也要

扫 40 个楼梯。



二、极端天气遭遇和看法

出于访谈人员与对象之间的熟悉度不足，在经历回顾上一时无法

获取太多信息，在有限的时间内，4名环卫工人给出了以下观点和细

节。

高温遭遇及看法：在高温天气下并没有获取太多案例，表示大岗

元这边社区里树荫多，工作以来的中暑经历比较少，但马路上一天晒

到晚没有遮荫就会辛苦一点。覃女士分享今年发生过头晕等类似中暑

的症状，但没有具体去做进一步诊疗，不知道是中暑还是什么，自己

找地方坐一下。在高温天气看法上，4位表现出一致的看法，天气热

也没办法，依旧要把工作干完，极端天气的影响对他们来讲不是首要

需要关注的。

暴雨遭遇及看法：4 名师傅对雨天的影响有更明显的感知。首先

是工作量的增加，覃女士表示台风天后“树叶根本扫不完”；其次，

被淋湿需要替换衣物，造成工作的不便，“穿着雨衣都会湿了”“一天

换两三套衣服”；还有一方面是安全上的顾虑，覃女士说到大岗元这

边树枝很多，下雨天很怕被砸到。因为这份工需要风雨无阻，普遍地，

4位都表现出不喜欢在雨天工作的态度。

冬天工作的情景：问及寒潮天气下的身体感受，因为环卫是出力

的体力活，常常会出汗，所以没有过感到冻僵的情况。

问及对于极端天气趋势的看法，李师傅表示今年特别热。覃女士

表示广州每天天气都不同，这个很难说。

三、个人适应措施



此部分主要是了解到针对高温天气的适应措施。在穿戴上，4 名

环卫工人都会戴宽边帽阻挡烈日，仅有覃女士会戴袖套保护手臂，因

为太阳太晒了。其他 3位男性除了戴帽子不会做特别的保护措施。补

充水分方面，每个人，43 岁的覃师傅表示一天会带 6 斤-10 斤的水（3

升-5 升），会直接买 3块钱一支的瓶装水或者自己带水，马路上会有

一些店铺给到环卫接水，但社区里面没有地方可以接水。50 多岁的

覃师傅会带两瓶 1升的水，上午一支下午一支。此外，4名环卫工人

都会在家中储备防暑药品，陈师傅每天有吃藿香正气水的习惯。整体

上，感觉 4 名师傅对暑热疾病的症状似乎不是非常了解，也缺乏对身

体感受的关注，在饮食上不会做特别的安排。

在暴雨天气下，覃女士表示雨太大的话以及感到危险的时候会进

行躲避，很多时候是在社区的楼梯底简单躲一下。

他们 4 位都没有查看天气预报或预警的习惯，认为有什么事情会

在群里收到通知。陈师傅多次强调上班时间没有休息。

四、外部支持措施

广州对于高温作业在政策上的补偿主要是高温补贴，每个月 300

元，每年 6-10 月共 5 个月发放，这点也在 4 位环卫这里得到验证，

此外，环卫工人子女可以上公立学校的福利。至于气温达到 39 度以

上必须停工的要求，环卫们表示风雨无阻，没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环卫站在台风来临前会在微信群内发通知做提醒注意安全，此外

没有特别的支持适应措施。另外，街道内有关部门也曾组织过一些关

怀活动，发放清凉饮料等。



访谈记录（三）

时间：2023 年 9 月 26 日下午

地点：大岗元党群服务驿站

对象：4名环卫工人（2 名女性、2名男性）

记录员：黄家铭

一、受访者基本信息

4 名受访者均为广东人，均可以用粤语进行交流，其中 2 名男性

受访者工作年限超过 20年，2 名女性受访者工作年限少于 1年。

二、极端天气遭遇和看法

4 名受访者均表示都曾经历过台风、暴雨、高温热浪等极端天气，

其中有 2 名受访者还曾经历过冰雹天气。在曾经历过的极端天气事件

中，对前几年的台风“天鸽”“山竹”有较深的印象，但是对于极端

天气发生的频率和强度方面并没有感觉到有太大的变化。

对于极端天气的影响方面，受访者均表示极端降雨天气（台风或

强对流天气引起）对工作影响最大，主要体现在因“树枝掉落、积水

过后淤泥、垃圾变多等”导致的工作量大幅增加，因“路面积水严重、

地陷等”导致的工作效率变低以及受伤风险。

相对于极端天气对健康和安全所带来的影响，受访者更关心对工

作和生计的影响，并不会过多关注健康和安全风险。

三、个人适应措施

日常会关注工作群的天气预警信息。高温期间会注意避开温度最



高的时间段，偶尔会前往便利店避暑。极端降雨期间会注意避开容易

有高空坠物或地陷的区域。

四、服务建议

极端天气期间希望环卫站可以允许适当调整工作时间和工作量，

定期发放应对突发极端天气的辅助用品（如雨衣、雨鞋等），并呼吁

社区居民多谅解极端天气的特殊情况下工作效率较低的问题，有能力

的居民可以共同清扫因极端天气带来的社区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