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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静

1 月 11 日上午 8 时，在江西赣州做家具

生意的曹丰，在赣州西站候车室和家人视频

通话，他准备乘坐 G486次列车回郑州老家过

年。3 年没有回家的曹丰，大包小包的行囊

里，装满了赣南特产和给小孙女准备的新年

礼物。这些东西他提前半个月就已经准备好

了，就盼着能早点和家人吃上一顿团圆饭。

春运大幕拉开，春节越来越近。今年是

疫情防控“新十条”下的首个春运，远在他乡

的游子们也陆续踏上了返乡归家的旅途，铁

路职工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在寒冬里温暖

着旅客们的回家路。

1 月 11 日即春运第 5 日，全国铁路、公

路、水路、民航共发送旅客 3788.8 万人次，比

2022年同期增长 41.4%。

发白的军装 标准的军礼

1 月 7 日，春运首日，山东兖州站客运车

间书记刘源杰来到站台。当天客流骤增，虽

然客运员个个“身经百战”，但依旧有些应接

不暇。刘源杰马上投入到工作之中，检票、

引导、接车……总之哪里繁忙，她就会出现

在哪里。

当天 16时 24分，T880次列车停妥，10分

钟时间大部分旅客上下完毕。这时刘源杰发

现，有一对老夫妇无助地站在站台上，满脸焦

急无措，似乎在寻找什么。看着老两口的样

子，刘源杰判断他们一定是碰上难事了。原

来，他们乘坐 T880 次列车，准备在兖州站换

乘 5027 次列车回山东巨野老家过年。老先

生视力很差，老夫人不识字，看不懂站台上的

引导牌，二人正为如何换乘而着急。

此 时 5027 次 列 车 已 进 站 ，停 车 13 分

钟。列车停靠四站台，如果前往，需穿行地

道以及上下楼梯，13 分钟对于年轻人都挺紧

张了。刘源杰果断拎起二人的行李，并搀扶

着老先生，联系同事前来接应，“跟我来，我

送你们过去”。

在聊天中，刘源杰了解了老先生视力很

差的原因。80 多岁的老人曾经参加过一场

自卫反击战，眼睛在战斗中受伤，后来年纪

大了，旧伤复发视力越来越差，这两年已快

看不见了。在大家的共同接力下，16 时 45

分，两位老人被送到了指定车厢。列车发车

前，老人整理好自己身上有些发白的军装，

冲着刘源杰和前来帮忙的同事们敬了一个

标准的军礼。

16 时 48 分，列车发动了，刘源杰和同事

们在站台上，目送列车离去，载着老战士驶

向家乡。

老物件的记忆 浓浓的年味儿

伴随着春运的到来，西安车站和西安北

站候车室人来人往。“十几年前车票就是用

这种检票钳剪一下，我们就能进站了。”看着

展柜里的检票钳，来自河南的李先生激动地

给孙子讲起了多年前的春运回忆。

今年春运，西安车站在候车室举办“老

物件里的春运记忆”主题展，让旅客在候车

的同时，感受春运变化和时代变迁。“看到站

台票，我回想起大学毕业时，大家买了七八

张站台票，一起送一位同学回家，现在我还

记得，站台上相拥而别的那个夜晚。”47 岁的

旅客赵一凡回忆着。

“洋洋，火车还有一会儿才来，去和‘小

兔子’先照个相吧。”在西安车站重点旅客候

车室里，赵萌拉着 5 岁的女儿前往“小兔子”

展牌。西安车站结合兔年主题，给各个岗位

赋予“铁路小兔”形象，旅客可拍照打卡发朋

友圈，集齐展牌照片后便可在服务台领取纪

念品。同时，为儿童旅客提供“有趣有爱”暖

心服务，车站安排专人每天在固定时间，带

着小朋友一起读书、观影、参观车站等，让小

朋友感受不一样的火车之旅。

“我来帮您拎皮箱吧。”看到一位旅客一

手抱孩子一手拉行李，王楠楠急忙上前。她

是呼和浩特客运段西宁车队动车三组的列

车长，值乘的 C646 次列车从鄂尔多斯出发，

奔向集宁南站。“发车时上车 400 多人，是去

年同期的两倍还多。”王楠楠高兴地说。

今年春运，列车上还推出了便民举措：

列车提供一次性编织袋、彩色行李箱辨别丝

带、儿童手环、服务提示卡四种便民服务小

物品，分别用于旅客包裹破损、区分外观相

似行李、防止儿童旅客走失、防止行李箱滑

落等情形。除了服务越来越好，工作人员还

开展“送福迎新春”活动，为旅客送春联和兔

年布偶，邀请旅客写下新年愿望等，让旅途

更加温馨。

乘客的安全，他们保驾护航

1 月 11 日 13 时 09 分，五寨开往宁武的

8834 次列车缓缓驶离了五寨站，已在大同乘

警支队工作了 30多个年头的老乘警赵泽，像

往常一样开始了紧张有序的工作。

这趟列车是以公益性服务为主的绿皮

车，乘坐这趟列车的旅客多为铁路沿线的

村民。春运开始后，客流比前期大了一些，

细心的赵泽发现，有的村民旅客和一些年

龄较小的孩子，口罩要么有些污渍，要么很

长时间没有及时更换，有的孩子还松松垮

垮地戴了成人口罩。因此，每次出乘时他

还要多准备一些医用 N95 口罩和儿童专用

口罩，免费发放给有需要的旅客。这趟车

没有餐车，吃饭要自己提前准备。条件虽

说有点艰苦，赵泽却乐在其中，“春运最多

还能干两次，两年后就退休了，所以格外珍

惜这一年一次的春运”。

铁路探伤工被称作“钢轨医生”，为钢轨

“体检”，找出伤损部位，便于及时更换，确保

铁路运输安全。

1 月 12 日 1 时 40 分，随着最后一趟列车

驶过昌九城际铁路永修站，“天窗封锁命令

下达，可以上道作业。”对讲机里传来驻站防

护员的声音，中铁南昌局集团公司九江桥工

段探伤工区班长阳康带着 6 名工友进行钢

轨探伤作业，冬天的风，直往衣服里钻，为了

提高探伤精度，阳康和工友们都没有戴手

套，“让皮肤和钢轨、仪器亲密接触，是对探

伤 作 业 负 责 ，也 是 对 铁 路 安 全 的 一 份 承

诺。”凌晨 5 时，“天窗”探伤作业完成，大家

把各自带进来的工具一个不少地收拾好，有

序撤离。休息半天，他们又得开始当天下午

的探伤作业。

阳康已经干了 11年探伤工作，老家在湖

南衡阳，妻子有孕在身在老家待产，他无法

守在妻子身边。阳康说：“看着一列列火车

安全通过，一位位游子回到家乡，想到这其

中也有我们的坚守和付出，心里觉得值得。”

今年春运旅客量较去年有大幅度增长

一列列火车驶过 一位位游子回家
阅 读 提 示

本报记者 张玺 本报通讯员 程志会 杨大磊

杜百艳是中铁十八局集团物贸公司泵业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主任。24 年前，他和妻子

领养了一名刚出生不久的女婴，不幸的是孩

子患有先天性脑瘫。

面对多舛的命运，经济并不宽裕的杜百

艳携妻带女，奔波在求医的路上 24 年，不离

不弃，用他如山的父爱为女儿撑起一片晴空。

自己不能倒下

33 年前，杜百艳夫妇失去了即将降临人

世的孩子，后来他们领养了一名刚出生不久

的女婴，取名思锦。“希望孩子前程似锦。”杜

百艳至今记得，小思锦是 1998 年 2月 20日那

天来到他们家的。

“孩子来的时候才出生没几天，看着孩子

俊俏可爱的小脸儿，我们夫妻俩脸上笑开了

花。”小思锦渐渐抹平了杜百艳夫妻内心的创

伤，快满月时，夫妻俩发现孩子的眼睛和正常

人不同，双眼球不停地摆。他们带孩子到医

院做了全面检查，结果让夫妻俩几近崩溃，孩

子患有先天性脑瘫，几乎不可治愈。夫妻俩

抱着孩子去北京、天津各大医院检查，然而希

望一次次地倒在残酷的现实面前。

当一张张诊断证明像“判决书”一样摆在

面前，夫妻俩不得不接受现实。作为家中的

顶梁柱和小思锦的依靠，虽然心如刀绞，杜百

艳却知道自己不能倒下。看着一天天长大的

思锦心智发育跟不上身体长大的步伐，杜百

艳下定决心要给她治病。从此，他们夫妻带

着孩子踏上了漫漫的求医之路。

漫漫求医路

“那时候只要打听到哪里有康复医院，不

管路途多远，我们都带孩子去治疗，我都记不

清跑了多少家医院。”杜百艳告诉《工人日报》

记者。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夫妻俩

带着女儿在求医之路上奔波着，天津、河北、

河南、辽宁……还有北京的各大医院。

“最艰难的时候是在洛阳做康复的那段

日子。”杜百艳回忆道。为方便孩子治疗，他

在洛阳租了房子，又请了保姆专职照顾孩子

生活。夫妻俩只能利用节假日时间或者请

假去探望孩子。这样奔波了 2 年，妻子退

休，家里缺少了一份稳定的经济来源，实在

负担不起高昂的费用，杜百艳不得不把孩子

接回家。

即便把孩子接回了家，他们依然没有放

弃。“我在家附近找了康复学校，妻子也找了

一份兼职，一边赚钱补贴家用，一边根据多年

求医经验，帮孩子做康复训练。”杜百艳说。

在给孩子治病的同时，心灵手巧的他还制作

了小杠铃、小楼梯等器具帮助孩子做训练。

从小婴儿到现在的大姑娘，康复器械也从小

变大。在夫妻俩的悉心照顾下，思锦的语言

能力有了明显提升，病情相较之前也有所好

转，看着她开心的笑脸，听着她断断续续的话

语，夫妻俩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一声“爸爸”一生责任

前些年，时常有人劝他把孩子送到福利

院。杜百艳总是坚定地摇头说：“孩子注定跟

我们有缘，在我们心里她就是亲生的。她喊

我一声‘爸爸’，那就是我一生的责任，只要我

们还在一天，就照顾她一天。”

也有人建议他们再领养一个健康的孩

子，免得老无所依，杜百艳却说：“再领养一个

孩子，我们的爱和精力就要再分一部分出去，

思锦身体已经有了残缺，我想给她的爱是完

完整整的。现在思锦就是我们俩的全部。”

每天上班前，杜百艳先把思锦从卧室抱

到客厅沙发，给她洗脸刷牙按摩，做康复训

练，妻子负责喂饭。下了班，杜百艳再帮思锦

在自制的器具上练习站立。看着康复训练有

了进展，杜百艳特别高兴，“她现在每天能在

器具上站一会儿，也能靠在沙发上坐着看电

视玩手机，还能跟我们进行简单交流，非常

棒。”爱是双向奔赴，思锦对父母也充满牵

挂。去年 4月，杜百艳的妻子生病住院，女儿

茶饭不思，吵着要去探视，去不了就一直视频

连线。

这一家的故事也感动了许多人，被评为

“全国最美家庭”。谈及未来，杜百艳这个刚

强的东北汉子有些哽咽，“这些年，妻子为了

照顾女儿付出了很多，我亏欠妻子太多了，我

要照顾好她们，同时努力工作，回报社会各界

对我的厚爱。”

24 年前，职工杜百艳和妻子领养了一个女婴，孩子患有先天性脑瘫

父爱如山，为女儿撑起一片晴空

肖哲

春节临近，许多地方都加大了促消费力度，其中发放

消费券成了重要措施之一，一些城市新春消费券总量以

亿元为单位，力度还是可见的，其对春节前后消费的促进

作用也是值得期待的，特别是在新型消费领域，不少地方

都出台了一定的配套措施。而如何更好地发挥消费券的

“乘数效应”，也是值得进一步观察的，为各地日后陆续出

台进一步的促进消费措施提供参考。

事实上，消费券不仅有促消费作用，也有保民生功

能。如果中低收入群体、困难群体能够在其消费必需品

上，通过消费券减少购买成本，实现生活成本，手里的“余

钱”增加，那么不仅有助于改善民生，也有助于进一步促

进消费。如果中小企业能够因为消费券的发放而提升营

业额和利润，也有助于稳定岗位，增加职工收入，自然同

样能发挥出稳定民生的作用。

换言之，各地在发挥消费券对经济发展起到的促进

作用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在改善民生层面的重要价

值，要从消费者和企业两个方向入手。比如，有的地方

对困难群体发放“爱心消费券”，这样的做法就颇有意

义，除了困难群体之外，如果能够对春节期间坚守岗位

的企业留岗职工、户外劳动者、新业态劳动者等群体，在

消费券的发放上更有针对性和倾斜性，也有助于改善这

些职工在新春期间的生活。再比如，对当下面临困境的

行业企业，特别是这些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如果在消费

券使用层面上有所倾斜，也有助于缓解其困难，让其能

够“再出发”。另外，也可以考虑在社会民生领域发放消

费券，比如养老等。

毕竟，消费券成本多源自财政补贴，好钢要用在刀刃

上，消费券的发放不是“大水漫灌”，要科学测算，有针对

性的精准发放方能发挥出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果。如果

一个困难救助对象，拿到的是汽车或中高档购物、餐饮场

所的消费券，显然是资源错配的。而如何发挥大数据作

用，使消费券的发放和使用能够兼顾促进经济发展和惠

及社会民生，值得各地进一步探索。

新春期间消费券发放
要兼顾社会民生领域

海南商贸领域使用
禁塑名录产品逐步减少

本报讯（记者赖书闻）海南省在 2022 年

加大对使用违禁塑料制品行为的处罚力度，

从电商平台源头限制禁用塑料产品进岛。

“目前，全省免税店、大型商场、超市、电

商平台、快递企业等领域禁塑限塑成效明显，

农贸市场使用禁塑名录产品逐步减少，布袋

子、菜篮子等可循环使用产品日益增多，电商

平台源头限制禁用产品进岛得到较好扼制，

商务领域禁塑工作取得初步成效。”海南省商

务厅副厅长岳阳介绍。

该省商务主管部门联合行业协会不定期

向市县商务主管部门及商贸企业推送生物降

解生产企业名录和合格产品信息，引导组织

供需对接活动，组织引导商场、农贸市场管理

方与生产厂家开展直采直供直销活动，推广

在市场投放可降解塑料袋自助售卖设备，通

过组织竞价、询价活动，推动企业开展集中采

购，通过集中采购可降解塑料袋，企业采购价

格较经销商给予的价格约低 10%~20%，据不

完全统计，目前海南农贸市场集中采购一次

性全生物降解塑料袋参与率达 90%以上。

海南还在全省开展绿色商场创建活动，

对创建成功企业将给予认定公布和表彰，引

导企业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提升企业和消费

者参与禁塑意识。在治理上，海南依法履行

加强电商源头管控，督促企业落实《关于推动

海南省电商平台禁塑的若干措施》，发动电商

平台签署了“禁塑”承诺书。

春运大幕拉开，春节越来越近。今

年是疫情防控“新十条”下的首个春运，

远在他乡的游子们也陆续踏上了返乡归

家的旅途，铁路职工坚守在各自的岗位

上，在寒冬里温暖着旅客们的回家路。

检察机关受理拒不支付劳动
报酬案件呈逐年下降趋势
本报讯（记者卢越）春节临近，农民工工资支付逐渐

进入高峰期，欠薪问题也易进入高发多发期。《工人日报》

记者 1月 12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近年来，在各地积

极推动根治欠薪专项行动整治下，检察机关持续推动惩

治恶意欠薪犯罪力度不断加强，劳动者维权意识明显提

高，企业欠薪行为得到改善，全国检察机关受理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案件呈逐年下降趋势，欠薪问题高发多发态势

得到明显遏制。

2022 年 1 月至 11 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逮捕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 1073件 1136人，同比分别下

降 34.09%、33.49%；受理审查起诉 2367件 2781人，同比分

别下降 15.83%、14.72%。

据悉，一方面，检察机关以刑事检察依法惩处恶意欠

薪犯罪为核心，有效发挥刑罚的惩治和震慑作用。2022
年 1 月至 11 月，检察机关对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经刑事

立案追缴仍不履行支付义务的犯罪嫌疑人依法提起公诉

897 件 999 人。同时，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责，

引导侦查机关精准把握恶意欠薪者这一刑法打击对象。

2022 年 1月至 11 月，检察机关共监督公安机关立案拒不

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 126件 143人。

另一方面，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融

合执法，多措并举、协同发力，全力做好助力讨薪的追赃

挽损工作，保障拖欠农民工工资报酬优先、及时、足额支

付，让劳动者更“安薪”。2022 年 1 月至 11 月，检察环节

依托刑事打击共追缴欠薪约 4.9 亿元。此外，通过民事

支持起诉、行政检察监督专项活动等监督履职，帮助劳

动者拿回更多“票子”，最大限度解决农民工最关心的利

益问题。

为在京务工人员送饺子

《中国企业智能化成熟度报告》发布
本报讯（记者赵昂）1 月 11 日，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和联

想集团在京联合发布《中国企业智能化成熟度报告（2022）》，

并推出企业智能化转型框架和企业智能化成熟度模型，旨在

打造中国企业智能化转型的“米其林”标准。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负责人表示，此次发布的智能化成

熟度报告研究了大量企业的实践经验，总结提炼出规律性、共

性的内容上升到理论层面，对推动企业智能化转型是非常有

帮助的。联想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智能化转型是未来 10年

中国企业穿越经济周期的利器，并倡导中国企业前瞻性地制

定智能化转型战略，基于新 IT 架构直接打造数字底座，谋求

智能化水平的跨越式发展。

打通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
本报讯 走在贵州省务川县丹砂街道的大街小巷，总能看

见一群穿着红马甲的人在忙碌，他们走东家宣传识别电信诈

骗，串西家了解家庭困难。

据悉，为疏通基层治理“神经末梢”，打通服务群众“最后

一米”，近年来，当地坚持党建引领，聚焦居民服务需求，积极

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以社区党组织为基础，建立健全“街道

党工委+社区党组织+网格长+网格员+党员群众”的五级管

理体系，不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提高社区治理效能，开创了

城市基层治理新格局。 （钱烨）

1月13日，劳动模范史超齐（左三）为外卖小哥送上饺子和春联。这一活动是由北京市
朝阳区安贞街道总工会、安贞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主办，史超齐劳模工作室承办，通过活动，给
快递员、外卖员、保洁、保安等在京务工人员送去热腾腾的饺子和新春的祝福。今年已经是
史超齐劳模工作室第5年组织志愿者为在京务工人员送饺子。 本报记者 刘金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