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了开了，今天能回家了！”2月 4日
16时 25分，在广州南站 15检票口，来自湖
北的邹女士在看到车站大屏更新的车次
时间后，立马掏出手机拨打家人的电话。

当日，受湖南、湖北两省雨雪冰冻天
气影响，邹女士所乘坐的G1140/1次列车
在晚点了 2 小时 7 分钟后，广铁集团启动
热备动车组。当天，由广九客运段临时担
当开往武汉和宜昌东方向的热备动车组
还有G2704次和G1010次。

广九客运段应急班组在接到“启动热
备动车组”的命令后，必须会同餐饮、保洁
人员在15分钟内抵达站台。

16时40分，一列重联复兴号动车组停
靠在 15 站台，列车长林明豪呼叫司机开
门，乘务组迅速上车准备迎接旅客。这
时，1000多名与邹女士一样等待回家的旅
客，正怀着急切的心情，步履匆匆，提着行
李陆续上车。

“我原先乘坐的列车停运了，麻烦您
给我补张票到宜昌东。”列车驶入湖南，熙
攘的车厢内，郑先生找到补票员谢金焱要
求补票。“没有座位没关系，这个天气，能
回家就好，你们辛苦了。”谢金焱双眼一
热，一旁的旅客也纷纷应和：“是啊，最辛
苦的是你们，谢谢你们……”车窗外冰天
雪地，车厢内暖意融融。

18时 30分，G2704次列车满载旅客从
深圳北站驶出。“老乡，你是带小孩回家过
年吗？咱们到武汉应该是凌晨了，可以叫
家人过来接一下。”列车长杨顺是湖北人，
接到送家乡人回家的紧急命令，他迅速到
岗。车厢内老人、小孩较多，杨顺都一一

提醒，细心关照。
“你们现在才吃饭呀？拿去，这是我

今天刚煮的鸡蛋。”21时10分，G2704次列
车 3号车厢连接处，列车员蒋海龙和保洁
员蒋景云正趁着工作间隙吃晚饭，一位白
发老人为他们送来了鸡蛋。

“开车时间正值饭点，旅客已经在候
车室等了很久，上车肯定会用餐，列车停
站又多，忙到现在才有时间吃饭。”蒋海龙
捧着饭盒笑着说。实在推辞不过，他谢过
老人，将鸡蛋留下，“留给同事尝尝，分享
这份温暖。”

23时 21分，G1010次列车缓缓驶进岳
阳东站。站台上的积雪已被清扫干净，列
车长于丽站在车门口立岗，一列高铁从隔
壁股道驶过，列车受电弓与结冰的接触网
摩擦发出噼里啪啦的打火声。几位旅客
发出惊呼：“怪不得列车要限速，这样的天
气要保证安全行驶，太不容易了。”

5 分钟后，G1010 次列车载着 1018 名
旅客，继续朝前驶去。

“谢谢，真是麻烦你们了。”次日0时47
分，G1010次列车到达武汉站，于丽搀扶着
两位视障旅客下车，亲手将他们移交给武
汉站客运员。其实早在深圳北站始发时，
于丽便将自己的电话存进了他们的手机，

“快捷拨号按0就可以，有任何需要一定随
时联系我。”

凌晨 1时 48分，杨顺值乘的G2704次
列车抵达武汉站。

凌 晨 4 时 55 分 ，林 明 豪 值 乘 的
G1140／1次列车到达宜昌东站。

（程斯佳 邹莹莹）

风雪中的温暖回家路
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的琥市并不是

“市”，从地图上看，它“挂”在粤赣东北交界
处的大山里，要不是因为漳龙铁路穿过，这
个粤东偏远小乡村不会被太多的人知晓。

清晨5时许，天际灰暗，空气里弥漫着
寒气。广铁集团惠州工务段琥市线路工区
工长袁致华和 5名工友踏着晨间白霜，向
多宝坑隧道行进。根据当日天窗（铁路利
用行车间隙安排的专门检修时间）工作安
排，袁致华他们需要对多宝坑等隧道进行

“起道作业”。
“现在天还没亮，山路不好走，大家都

扛着工具，走路多注意脚下，别摔了。”袁致
华边清点作业工具，边提醒工友们。

多宝坑隧道名字虽美，但隧道内环境
恶劣，空气浑浊，能见度不足 3 米。虽然
长度只有 2.5 公里，但是因为建设时间较
久、等级较低，线路钢轨的平顺度不像高
铁那么高。

5时 15分，袁致华扛着 40多斤的捣固
棒，走在队伍前面开路。他戴着头灯，左手
拿着轨尺，右手拨动齿轮，拉起10米弦线，
几步一驻足，趴下查看钢轨的平顺度。

“这里两边铁轨有高低差，大概 7 毫
米，准备工具起道。”袁致华停下说道。5
时 50分，行进到隧道三分之一处时，袁致
华发现两边钢轨存在高低差，这会影响列
车行驶安全。常年来的巡检，令他对这条
隧道的情况了如指掌，只要瞧上一眼，便知
道问题出在何处。

“松螺母！摇起来！”袁致华一声令下，
大伙拎着工具分工合作，有人手摇起道机
臂抬升钢轨，有人用捣固棒夯实枕木底下

的石砟，有人迅速回填，配合默契。螺丝
机、捣固棒发出的轰鸣声，回荡在寂静的山
林。

7时 25分，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起道作
业，袁致华查验平顺度已经达标，便带着工
友们继续前进。

“走吧！我们现在去下一个作业点！”
袁致华说道。

7时 50分，袁致华和工友们抵达多宝
坑隧道三分之二处，对钢轨轨枕下的橡胶
垫板进行更换。徒弟徐永乐双手摇动液压
起道器抬起钢轨，袁致华半跪在道砟上，快
速抽出失效胶垫，将新垫片塞了进去。

8时 25分，袁致华和工友们完成了隧
道8处钢轨垫片的更换。

琥市线路工区现有职工 6 人，年龄最
大的 59岁，最小的 22岁，46岁的袁致华是
工区的主心骨。他们一同守护着多宝坑、
林坪山等7条隧道，承担着近6.1公里铁路
线路的改道、拨道、捣固及巡查作业。春运
期间，工区加大了每周检查隧道的频次，由
原来的两次提高到三次。

“师傅，想吃你煮的面条了。”徒弟徐永
乐收拾完工具，笑着对袁致华说。

“就数你嘴馋，动作麻利点，我们现在
就回去。”袁致华笑着说。回到工区，他在宿
舍后方的菜园子里摘了两把还挂着露水的
生菜，为大家煮了一锅热气腾腾的蔬菜面。

琥市线路工区距离最近的集市 29 公
里，山路崎岖，来回一趟要两个小时。为
此，袁致华和工友们利用闲暇之余，自垦菜
园、养蜂采蜜。让这枯燥的守隧生活，变得
宁静而充实。 （郑纯纯 胡靖）

大山深处守隧人

广
告

融入·圆梦 2024年2月23日 星期五 7责任编辑：刘小燕
E－mail:grrbxsm@163.com

阅 读 提 示
全国各地多所高校陆续宣布面向社会开放，受到城市外来务工者的广泛关注。《工人

日报》记者采访发现，“带孩子逛校园”成为寒假期间进城务工人员的热门活动，各种趣味
校园活动和教育资源也受到了孩子们的喜爱。

云南首趟民族自治州务工专列开行
本报讯（记者黄榆 通讯员石佳）2 月 18 日 13 时 09

分，搭载 640余名务工人员的D3836次列车缓缓驶出云
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站，奔赴1000公里外的
广州，这是云南铁路开行的龙年首趟民族自治州务工人
员专列。

广南县是壮族、苗族等 11个民族聚居县，也是劳动
力输出大县，每年向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输送大量劳动
力。自2016年南（宁）昆（明）客专开通运营以来，每年春
节后都有大批人员通过铁路踏上外出圆梦的旅程。

今年1月，了解到务工人员出行需求后，广南县站安
排专人与政府部门对接，精心制定运输方案，确定乘车日
期、车次及乘车人信息后，第一时间办理团体票出票手
续，并将购票信息单送到务工人员手中。

据广南县人社局局长邓明介绍，为了让务工人员安
全、快捷、有序返岗，广南县采取包动车专列、包大巴等形
式，以“点对点”的服务保障措施，对节后外出务工人员进
行转移输出，让务工人员实现“出家门、上车门、进厂门”
无缝衔接。

出行当天，广南县站提前增派安检、进站、站台各环
节工作人员，开辟安检、验证“绿色通道”，设立专属候车
区，组织务工人员优先进站、优先候车、优先检票。同时，
安排熟悉壮族语、苗族语的工作人员帮助务工人员搬运
大件行李，讲解乘车安全注意事项，以细致的服务保障务
工人员顺利返岗。

据了解，2 月 18 日，国铁昆明局共开行 8 趟务工列
车，其中务工专列 4趟，输出 2480 多名农村劳动力转移
就业，近期还将从昆明、曲靖、富源、大理等地陆续开行超
30趟至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的务工专列，预计输送务
工人员超1.3万人。

本报记者 陈丹丹

“爷爷，我和妹妹去‘上’大学了！”2月20
日，际冉带女儿向老家的长辈视频拜年，孩子
激动地说起了寒假期间的经历。离开务工4
年的北京后，际冉回到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
照顾双胞胎女儿，她的心里一直有个念头：

“要再带着孩子，来北京的大学看看。”
就在 2023 年寒假来临前，北京大学、中

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浙江大学、武
汉大学等多所高校陆续面向社会开放。《工人
日报》记者采访发现，这受到城市外来务工者
的广泛关注：不论是阶段性进城打工，还是已
经在城市站稳了脚跟，这些务工者都期待带
着孩子走进大学校园。

逛高校成寒假热门活动

“1月 27日那天是周六，早上人特别多，
尤其是家长和孩子。”际冉清晰地记得，带着
孩子去北京大学的那天，校门外排起了长长
的进校参观队伍，际冉一家人还特意在校门
口合照留念。

童年时期的际冉是一名留守儿童，父母
常年奔忙于城市高楼的脚手架间，为孩子们
打拼。初中毕业后的十多年来，际冉辗转昆
山、深圳、北京等地务工。等到孩子们到了识
字上学的年级，际冉选择回到家乡陪伴她们
学习和成长。

今年年初，得知丈夫春节要留在北京上
班，际冉脑海中带着孩子去北京过春节的念

头愈发强烈。“当时许多名校都宣布向社会开
放校园，正好能带孩子去逛逛，借大学的教育
氛围和资源给孩子开开眼界。”出发来北京
前，际冉早早研究起大学参观攻略，等孩子期
末考完试就立刻动身。

“预约了复旦大学的参观，离得近嘛！”来
到上海近20年的李鹏，也把参观大学列入了
孩子的寒假计划。在外务工这些年，他对孩
子读书并没有特别的目标和要求，但愈发感
觉到开阔眼界的重要性，逛大学校园则是他
认为最直观的方式。

“大学面向社会开放，尤其是向进城务工
人员及其子女开放，具有重要意义。”浙江大学
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特聘副研究员郑淋议表
示，开放的大学校园，让“走进大学”不再停留
在进城务工人员和子女的“梦”与“想”。

校园活动受务工子女喜爱

未名湖和博雅塔，是际冉带孩子们参观
的第一站。“湖上有很多人滑冰。”际冉回忆
道，她给两个女儿租了冰车，后来又和其他游
客一起拉起了“火车”，“把冰车连起来一起
滑，像火车一样，还有人‘121’地喊着口号。”

望着女儿们的笑脸，际冉觉得有些恍惚，

古朴的博雅塔与雪白的未名湖交相辉映，年
轻的身影在广阔的冰面上恣意玩耍，这曾是
她上学时久久盼着的一天，如今在孩子们身
上成为现实，“真好！”她感慨道。

“你们也是来参观的吧？”际冉带着女儿
离开冰场时，一位遛弯的老大爷叫住了她们，
并推荐了一个“好去处”——生物标本馆，“里
面有很多动物和植物的标本。”

孔雀、蝴蝶、丹顶鹤……各式各样的动植
物标本令孩子们眼花缭乱，“她们趴在展柜玻
璃前，一直问我‘这是啥’。”际冉笑着说，其实
自己也答不上来，但好在展柜下方有文字介
绍和二维码，“妮妮们还把标本跟老家的鸡鸭
鹅比较，手舞足蹈地，可开心了。”

“学校的一勺池、明德楼等等，都成了热
门打卡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一名在
校生告诉记者，今年1月开始，他和同学们明
显感到校园里的游客变多了。

记者留意到，“开放”成为近期越来越多
高校的关键词。为了更好地发挥教育功能，
不少高校还着手在游览路线和内容上下功
夫。例如，清华大学推出免费的官方游学，规
划多条游览与讲解线路，为入校参观者讲述
校园风物、历史故事；浙江大学早在去年3月
15日便宣布向全社会开放校园；中国人民大

学则免费开放了校内博物馆，游客预约后可
直接入校参观。

探索校园开放的公共价值

得知多所高校开始面向社会开放，在郑
州务工已10年的亚斌，在寒假期间带孩子去
参观了清华大学。在他看来，让孩子趁此机
会探索自己长大后想学的专业、想做的事、想
成为的人，是此次参观的意义所在。

对此，郑淋议也表示，进城务工人员带子
女逛高校，一方面能激励务工人员投资子女
教育的热情和力度，帮助子女成长成才，实现
代际流动和阶层跃升，另一方面，有助于孩子
们树立勤奋学习、追求新知的信念，“实现用
知识改变命运的人生理想”。

“高校面向社会开放，释放了一个积极良
好的信号。”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
晖认为，高校本身就应该是开放的，社会亦应
对此持有开放的心态。他建议，高校可以根
据进城务工子女的实际情况，安排更多符合
他们需求的活动，实现校园有序开放。

“大学开放应当是一种有限度的、兼容并
包的开放，其基本底线是不能干扰师生正常
的教学、科研和生活秩序，核心要义是大学与
社会的双向奔赴与共同成长。”郑淋议还提
到，大学具有公共属性，其开放需要社会各界
的共同努力。

离开校园前，际冉给孩子们买了北京大
学的明信片和徽章，“女儿们准备把纪念品带
回老家，盼着将来有一天，她们能带着徽章再
回到这里。”

重庆开行首趟务工返岗直通班列
本报讯（记者李国 通讯员刘真珍 陈婧）2月19日16

时14分，乘坐由重庆西开往广州南的G3729次列车的务工
人员开心地向站台工作人员挥手告别，笑容里满是对新春
的展望和期许。G3729次列车是今年重庆开行的首趟务
工返岗直通班列，来自川渝部分地区的340名务工人员乘
坐这趟列车踏上返岗之路。

当天15时55分，务工人员在车站工作人员的举牌引
导下从专用通道有序排队来到站台，进入车厢依次就
座。务工人员李万华说：“铁路部门专门给我们安排了进
站的便捷通道和候车区域，今年的返岗出行太舒心了！”

今年53岁莫艳红已在广东务工28年。每到春节，怎
么返乡过年、如何回到广州上班，成了她最头疼的问题。

“年龄大了，我使用智能手机只会最基本的操作，抢
票这些根本就搞不懂，好不容易点进界面，一会儿就没有
票了。”莫艳红告诉记者，以前她要么拜托同事或家人帮
她购票，要么只能分段买票，转车好几次才能返岗，多的
时候要转 6次车。原本半天的车程，她往往需要花上一
天甚至两天的时间。

“春节前，我本来打算叫家里的年轻人帮我抢回广州
的票，结果区人社局工作人员告诉我，今年开通了‘直通
车’，我可以直接报名。听到这个消息，我悬着的心终于
落地了！”莫艳红说着嘴角止不住上扬。

重庆火车站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春节前就已积极
对接重庆市人社局，提前掌握务工人员出行需求，科学调
配运力，合理制定客运组织方案和应急预案,妥善规划进
站乘车流线，并在进站口、检票口和候车室开辟专用通道
和候车区域，实现进站、候车、乘车无阻碍，确保无缝衔
接。组建党员服务队、青年突击队，为务工人员做好咨询
引导、重点帮扶、热水提供等暖心服务。

天津工友满怀新期待返岗务工
本报讯（记者张玺 通讯员胡育松）谈起新年最期待

的事，来自黑龙江省五常市的张福顺忍不住笑了起来：“我
的孙子龙年就要出生了，很期待能抱到孙子。”

今年55岁的张福顺，外出打工已有10多年，6年前与
同乡来到天津。“能参与中铁上海工程局天津地铁Z2线项
目建设，我心里非常自豪。”他告诉记者，该项目由中铁滨
海（天津）轨道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建设，是美丽“滨城”
建设“十大工程”的重点建设项目，连接津滨，串联空铁，是
连接中心城区与滨海新区的重要轨道交通线路。

半个多月前，项目部留下两个班组共16名农民工坚
守至春节前，组织进行门式墩冬期施工任务，为节后按期
完成复工生产目标打下基础，张福顺和来自山东的工友薛
大孟则是最晚回去的一批工人。

1月28日，结束工期的两人来到天津西站候车室，一
同踏上回家的旅程。薛大孟的行囊里装着给家人特意买
的新衣服和天津特产，他说：“我俩没啥文化，也不太会用
手机，是项目部的青年志愿者帮助我们下载软件，顺利抢
到了车票！”

“我们给工友们准备了过年礼包，里面有各种零食和
坚果，还有对联。”前去送站的天津地铁Z2线项目书记陶
晓峰表示，之前与工友们聊天时了解到，他们乘地铁容易
坐过站，打车又舍不得，于是项目部提前统计好工友们的
出行计划，包车送站。

春节过后，张福顺又早早来到工地报到。他说：“2023
年收获还是不错的，项目部发工资很及时，偶尔还有奖
金。我去年攒下不少钱，今年还要继续努力打拼。”

进城务工人员热衷带子女逛高校
多所高校在寒假期间成为热门打卡地

“北京顺丰党员先锋·刘阔工作室”成立
本报讯（记者甘皙）“我们春节期间也一

直在岗，全力保障快递运输”。2月 22日，顺
丰快递员刘阔告诉记者，责任感和使命感正
是“小蜜蜂精神”的重要体现。

就在2月1日，“北京顺丰党员先锋·刘阔
工作室”成立。这是北京民营快递企业成立
的首个以快递员个人命名的党员先锋工作
室，承载着党建宣传基地、行业交流平台、专
职培训中心、文化传播窗口等功能，发扬和传
承“小蜜蜂精神”，展示快递人的时代风采和
精神面貌。

自从 2017 年来到北京从事快递工作以
来，刘阔在基层岗位上兢兢业业地服务大
众，先后获得了“全国优秀农民工”“年度北
京榜样”等荣誉称号。同时，他身边的同事
们也在“小蜜蜂精神”的指引下默默奋斗。
几年来，他们的队伍从 6人增加到了现在的
11人，而且大多是老员工。

工作室成立后，这支快递员队伍将继续
不断打磨自身，目标是成为一只富有感染力
的榜样团队，发挥“传帮带”作用，给广大快递
员传达勤劳的“小蜜蜂精神”，帮助他们提高
职业素质，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更好地
服务社会和市民。

快递员的日常工作平凡而琐碎，但他们
日复一日的认真和努力让这些“琐碎”有了分
量。多年来，顺丰充分尊重员工的各项权益，
还特别推出“一二线员工多元发展”项目，聚
焦快递员群体，优先提供有竞争力的岗位，助
力员工职业发展，去年就有1400多位员工完
成学历及技能提升并获得相关补贴。

2月21日，在陕西交控集团铜川新区管理所暖冬服务临时休息室，等待高速通行的货
车司机正在享用免费餐食。20日起，陕西省铜川市迎来一轮雨雪冰冻天气，当地相关部门
与市民、志愿者多方合力，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活安全有序。 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 摄

免费餐食温暖司乘

“职”达家门口
送岗位、送政策、送服务……连日来，新疆阿克苏地区各

县（市）将招聘会开到求职者家门口。图为新和县“就业援助
梦想起航”就业援助月专项招聘会上，求职者与企业初步达成
就业意向。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古丽迪雅尔·艾尼瓦尔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