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靠疏通管道养活一家人的女师傅易休姐：

“干最脏的活，但我是一个爱干净的人”
“五一”假期第一天，易休

姐早早出门，小小个子的她拉
着足有十几斤重的工具箱穿梭
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像往常
一样开启一天的工作。

近50岁的易休姐是一名疏
通下水管道的女师傅，这份在
外人看来不怎么“体面”的工
作，她却干得有声有色，不仅在
一次次的故障修复中赢得客户
的尊重，她还用这门技艺养活
了一家人。

4月18日，商务部等9部门
印发了关于促进家政服务消费
扩容升级的若干措施，为像易
休姐这样的从业者带来了新的
发展机遇。易休姐也通过自媒
体让这个行业被更多人认知，
现在她不仅有十几个徒弟，更
带动“00后”儿子、儿媳一起加
入到工作团队中。

“这是世界上最美的声音”

上午8点半，易休姐坐了一
个小时地铁后，准时到达成都
温江区万盛站，这里一家住户
的厨房管道堵塞，之前就跟她
约好时间上门“看诊”。

到客户家后，易休姐简单
询问了情况，又在厨房仔细查
看一番后，发现厨房管道因装
修被改造过，问题比较棘手。
她从工具箱中掏出电钻，戴上
探照灯、橡胶手套，弯腰跪在地
上开始干活。她熟练地将弹簧
疏通器一次次探入管道，时而
调整角度，时而变换力度。

经过四十多分钟的反复尝
试，随着“哗啦”一声响，淤积的
污水终于顺畅流走。

“你听，这就是世界上最美
的声音！”易休姐开心地说，每次

清理完污秽，看到管道畅通的那
一刻，她的心情都特别愉快。

一上午解决了3家住户的
问题，易休姐的工作安排得满
满当当，其间她还接到几个预
约电话。“他们要么通过抖音、
小红书看到我，然后跟我联系，
要么就是客户相互推荐的。”易
休姐说，她的收费很实在，简单
的疏通130元一次，远的地方可
能会加价20元至50元。

“问题总得有人解决不是”

易休姐为何会选择这样一
份“脏、累、难”的工作？原来，
10年前，她和丈夫经营的辣椒
生意每况愈下，而家中两个孩

子的学费、生活费却像无形的
重担压在肩头。在生活的十字
路口，易休姐决定换个行当闯
一闯。

刚好家里有亲戚从事疏通
下水道的工作，易休姐鼓起勇
气悄悄跑去亲戚那里学技术。

“半年后，我清楚记得2015年3
月 5日那天，当我告诉家人要
去疏通下水道时，他们都觉得
丢人，但谁都拦不住我。”易休
姐说。

虽然没人支持，但易休姐
一个人的“小作坊”还是顺利开
业了。“第一单挣了超过800元，
是给一家火锅店通下水道。”易
休姐描述当时的场面说，地下

室油污混着残渣刺鼻难闻，一
般人都接受不了，她却顾不了
这些，专心趴在地上找问题。
完工时，她的衣裤早已被污水
浸透，可心里却涌起一股说不
出的痛快。“这活儿吧，明明有
时候觉得恶心，可偏偏又跟强
迫症似的，非得把它治通畅不
可。钱可以不要，但问题总得
有人解决不是？”易休姐说。

虽然干着“最脏”的活，但
易休姐认为自己是一个爱干净
的人，她总会在完工之后把现
场打扫干净，再默默离开。

自媒体做得风生水起

“男师傅都搞不定，你一

个女人能行？”“别白费功夫
了，赶紧走吧！”——工作之初，
易休姐常常听到这样的质疑
声，有时候客户甚至连门都不
让她进。

因为在传统认知里，疏通
下水道这份工作似乎更适合男
师傅——要使用沉重的机械化
工具，并应付各种刁钻的堵塞
问题，但易休姐并不认为自己
和男师傅有何不同。她用十
年时间打破了这种偏见，在一
次次实践中积累技术，手指能
精准地感知弹簧疏通器在
管道里的每一次颤动。“最磨
人的是那些顽固的堵塞——弹
簧钻头在弯道里卡住，得变换
七八个角度才能突破。”易休
姐形容那些藏在犄角旮旯的
堵塞物，就像跟人捉迷藏一
样，得用经验、耐心和巧劲慢
慢化解。

十年时间，易休姐不仅积
累了一批客户，更把生意做到
了线上。这位初中没毕业的

“管道医生”，还把自媒体做得
风生水起——抖音、小红书、淘
宝账号都是自己打理。从最初
对着镜头的羞涩，到现在娴熟
地拍摄工作日常，她说：“这些
平台不仅能接单，更让我找到
了成就感和快乐。”

生意步入正轨的易休姐，
还带动“00后”的儿子、儿媳一
起加入到工作团队中。“生意好
的时候月入过万元不是问题，
一套工具就能养活一家人。”易
休姐说，如今她注册了自己的
商标，希望有朝一日能把业务
做到外地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朱珠姚瑞鹏 摄影报道

干完活的易休姐露出笑容。

拉着工具箱的易休姐前往下一个客户家中。

易休姐的儿子、儿媳加入到她的工作团队中。
受访者供图

09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2025年5月6日 星期二 责编龚爱秋 版式梁燕 总检张浩四川

在成都市烈士陵园的青松
翠柏间，有 164 位烈士长眠于
此。“这是谯东泽烈士，他牺牲
的那一天是他女儿一岁的生
日……”从“硬记”讲解词，到
现在娓娓道来埋葬在这里的
164 位烈士的生平，阴启昕像
在讲“老朋友”的故事。他是
成都市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
的一名工作人员，也是这里的
讲解员。

5月3日，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采访了阴启昕。当他
将烈士母亲颤抖的讲述融入解
说词，当他把泛黄的家书扫描
制成动态影像，当他用AI让烈
士与家人“重拍”全家福，这位
来自山东的“00后”青年正用自
己的方式，让红色基因在新时
代绽放出别样光芒。

讲故事的人喜欢听故事

2023年，阴启昕初到岗位
时，面对当时162个陌生的姓
名，他用最“笨”的方式每天背
讲解词，把烈士的生卒年月、生
平事迹抄写在小卡片上随身携

带。如今，他不仅能准确说出
每一位烈士的故事，还能指出
其安葬的位置。

“这样的变化大概发生在
我讲解半年后，那是在一次讲
解过程中，我听到别人讲故事
后受到的启发。”阴启昕回忆
道，那天，一句“我见过他，我是
他的战友”从前来参观的队伍
中传来，一位身着便服的中年
男子讲起当年的故事，“那一刻
我非常触动，立即意识到，只有
了解烈士，才能讲好他的故
事。”

烈士的亲人、朋友、战友到
来，都会主动说起相关的故
事。阴启昕说，他很喜欢听这
些故事，比起略显“生硬”的讲
解词，平凡的故事加入到讲解
中会更有温度。

守护烈士的精神和灵魂

除了日常的讲解，阴启昕
还会通过讲解比赛把烈士的
故事讲给更多人听。一次参
赛讲解的主题，是关于一位23
岁时牺牲的维和烈士——李

磊。“知道他牺牲年龄的时候，
我很触动，因为那一年我也23
岁。”了解到李磊烈士的母亲现
居住在成都市蒲江县，阴启昕
驱车前往拜访。

“他妈妈见到我，一边抹眼
泪，一边跟我说着李磊生前的
事。她翻出李磊上学时拿的奖

状、照片，回忆他曾经喜欢吃什
么、做什么。”阴启昕说，在他离
开的时候，李磊妈妈特意嘱托：

“请你一定要好好讲他的故事，
谢谢你！”

“那一瞬间我觉得我的工
作很有意义，我讲述着烈士们
的故事，也守护着他们的精神

和灵魂，这是一种使命。”阴启
昕说，他讲述的故事感动着听
故事的人，而烈士们的故事也
在感动着他。

创新表达激活红色基因

讲解之余，阴启昕走进校
园，将烈士们的故事讲给小朋友
们听。近期，他参与策划的《给
烈士的一封信》活动中，就收
到了中小学生来信五千余封。

胡雨生前是一名武警战
士，牺牲时只有19岁，家人经常
来烈士陵园看他，也经常说遗
憾一家人未曾合过影。阴启昕
听说后，邀请专业老师，用AI技
术让胡雨一家人“拍”了一张全
家福。

“以前觉得红色故事是历
史，现在发现它更是未来。”阴
启昕说，他会把这些故事一直
讲下去，守好护好这个“根”。
望着陵园里一簇红色的花，阴
启昕说，“这是清明前新种的，
你看它，开得真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姚箬君

成都市烈士陵园“00后”讲解员阴启昕：

“只有了解烈士，才能讲好他的故事”

阴启昕在校园讲红色故事时与学生互动。图据受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