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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静 本报通讯员 孙宏岩

春运期间，铁路职工除了坚守客运岗位、

保障旅客回家过年外，中欧班列、能源保供等

货运也没有停歇。

春节假期，连通亚欧两大洲的中欧班列

“不打烊”，保持稳定开行，有力保障了国际供

应链安全畅通，也为群众欢度春节运来了物

美价廉的“洋年货”，丰富了百姓的节日餐桌。

班列不停轮，工作不停歇

“25 号的中欧班列确定开了，事先跟客

户核对好数据，这次装运量比较密集！”1 月

24 日大年初三早上，正在值班的南宁南铁

路货运营业部值班员胡宁康电话响起，没

等她回话，只见办公室的门被拉开，来人正

是打电话的人——工长杨宝宁。“我还是不

放心。要不你把数据打包发给我，我再复

核一遍。”

春节假期期间，铁路货运不停轮，南宁

国 际 港 铁 路 港 的 各 个 作 业 区 一 片 忙 碌 景

象。集装箱作业区上，等待发往阿拉山口、

霍尔果斯和凭祥铁路口岸的国际货物更是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1 倍。1 月 25 日大年初

四，拟发一列到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中

欧班列。

下午，55 个平板车稳稳被推送到集装

箱 作 业 区 的 货 物 线 上 ，吊 装 作 业 正 式 开

始。吊装作业组反映，有多个集装箱吊装

过程中显示有偏重情况。“我过去看看。”跟

值班员交代几句后，杨宝宁拿起事先核对

过的装载数据，骑着电动车赶往集装箱货线

作业区。来到现场，杨宝宁立即指挥吊车作

业组进行了排查，最终找到了问题根源，果

断处置。很快，故障解决了，在两台门吊机

协同作业下，装车作业竟然比计划时间提早

完成了。看着 55 个集装箱安全稳固地摆在

平 板 车 上 ，杨 宝 宁 提 着 的 心 终 于 放 了 下

来。她已经在南宁南货运营业部工作了 20

多个年头，通过她组织发运的货运班列、货

物列车不计其数。

25 日凌晨，中欧班列徐徐驶离南宁国际

铁路港，消失在夜幕里。杨宝宁拿起手机，对

明天接班的值班员发了一段语音：“明天你接

班后核查一下那一批计划发越南安员的货箱

数据，我晚点过去看看。”

护航中欧班列的师徒“状元”

2023 年是中欧班列（西安）开行的第 10

个年头。有这样一对“状元”师徒，他们相差

15 岁，却并肩同行为中欧班列平稳开行保驾

护航，保障 2022年中欧班列（西安）开行突破

4600列大关。

师傅李沛 42 岁，是西安国际港站的调

度，负责现场运输生产的调度指挥；徒弟邬远

27 岁，是西安国际港站的连结员，负责中欧

班列的解编任务。

“2019 年我来到西安国际港站，作业的

时候我们都是扒着火车‘飞上飞下’，在一条

条股道间来回穿梭，所以大家都叫我们‘飞虎

队’”。春运期间，邬远负责保障中欧班列编

组解体、民生重点物资装运以及货物装卸后

的取送，将一节节车辆按照不同股道同一去

向进行调车，重新编组成列整装待发，相当于

铁路列车的“穿针引线”人，他的工作在铁路

系统算是最危险的户外岗位之一。

凌晨 2 点，刺骨的寒风伴随着机车轰鸣

声滑过邬远的面庞，浑身手脚冰凉，但厚厚的

棉帽两旁冒着热气。他的工作要从晚上 8点

上到早上 8 点，冬日寒风凛冽，有时雪花飞

舞，邬远要将不同股道同一去向、同一到站的

车编到一个新的股道里面。

每天至少有一半时间邬远要扒在车厢外

面的车梯上，火车一开起来，更是冷得瑟瑟发

抖。耳朵冻得通红，也不敢戴护耳，因为列车

推进的时候小组队员间需要用对讲机进行联

控，把耳朵挡住，可能就会听不清。“春运期

间，相比较往常作业量增加不少，凌晨 3点至

5点间干活是最累的。”邬远说。

4 年调车生涯，邬远见证了中欧班列从

少到多，货品种类从单一到多元化。春节假

期 7 天时间，从西安国际港站开行的中欧班

列达到 85列，日均稳定开行在 10列以上。

保障能源大通道畅通

中欧班列过年“不打烊”，能源保供等货

运也没有停歇。

春节期间，山西朔州大新车站站区，凛

冽西北风夹杂雪花，还有 4 个月就要退休的

铁警刘志明开始工作。该站是北同蒲线上

最大的编组站，是能源通道大秦线的煤炭

装车地和始发地，万吨列车的集结站。这

里驻扎着大同铁路公安处的一个警务区，6

名铁警肩负着 6 个车站煤炭万吨列车的安

全保卫任务。

“我们管辖的袁树林站经常停有 3 万吨

列车，300 节车厢，长 6 公里多，巡视一圈得 3

个多小时。”刘志明说，这是他最后一次值守

春运。

从沂蒙山脉里，瓦日铁路上疾驰的一趟

趟运煤列车，仿佛一条“煤河”从大山里流出，

驶向日照港口。春节后各地复工复产，电煤

需求量增加，这里更加忙碌。早上，临沂工务

段文疃线路工区的养护工们争分夺秒地量轨

距紧螺栓，检修线路状态，天窗时间只有 150

分钟，6.6 公里长的隧道一趟巡检要走 15000

步。这个偏远工区由 11名 90后大学生组成，

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常年守着这条运煤

通道，一年回不了几次家。

今年春运，这条隧道每天往返 40趟万吨

运煤列车，他们完成平时接近两个月的工作

量。2022 年，瓦日铁路货运量首次突破 1 亿

吨，我国再增一条年运量过亿吨能源运输入

海通道。

2月 2日，一列满载煤炭的列车在调车机

牵引下缓缓驶入济南局兖州车务段徂阳站，

标志着明泽能源铁路物流园及其专用线试运

营成功。该铁路物流园邻近新泰市循环经济

产业示范区，园区定位是以煤炭、焦炭等大宗

商品储存、运输为主。为了早日投入运营，各

部门春节不停工，加快施工。

据地方经济部门统计，该铁路物流园的

建立，将使周边企业运输成本降低 30%。周

边企业纷纷主动与车站联系发货，徂阳站也

实现了货运从 0到 1，从无到有的突破。

今年 1 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 1410 列，同比增长 6%

中欧班列过年“不打烊”
阅 读 提 示

本报记者 刘友婷

“炒腰花、肥肠、梅菜扣肉……爸妈整整

给我打包了五大盒菜带到深圳！”1 月 29 日，

结束工作回到宿舍，换上奶奶亲手纳的毛绒

保暖鞋，热上“妈妈煮的菜”，罗帅感觉疲惫渐

渐消散。

出生于 1996 年的罗帅来自湖南郴州，是

深圳北站迎春花服务队队员。作为一名铁路

工作人员，她的假期结束得特别早。吃完年

夜饭，初一就回到工作岗位。

随着节后返程高峰到来，罗帅又忙碌了

起来。记者从深圳铁路部门获悉，1月 29日，

深圳北站到达旅客 29.9万人次，27日至 29日

连续三天刷新该站建成运营以来单日旅客到

达数量历史纪录。

揣着祝福，带着憧憬，在家“充满电”的旅

客们走出车站，大步往前走，朝着新一年的目

标再出发。

“参加工作后，方知父母恩”

“春节回家，我给父母磕头了。”出生于

1997 年的王一是四川南充人，去年 7 月入职

中铁二局五公司，是深圳地铁 11号线二期项

目的工程技术人员。

“参加工作后，知道赚钱不易。父母辛苦

养育我 20 多年，挺不容易的。”初一早上，王

一向父母道早安后，请他们在大厅坐下后，双

膝跪下，郑重地磕了个响头，并奉茶。

这是王一第一次向父母磕头，“古人常常

磕头奉茶拜谢父母，而我连口头向父母道谢

都很少。”王一告诉记者，往年拜年伸手要红

包，如今工作了，希望能转变角色——从索取

变成给予。“今年春节，家里人都穿上我送的

新衣服。”王一说，收到新衣服后，父母满眼欣

慰，爷爷奶奶更是将衣服郑重叠好放进衣柜，

只有会客时才舍得穿上。初二，一直饭来张

口的王一动手为家人做了饭。春节期间，他

第一次开车载着父母和爷爷奶奶出去玩。

1 月 29 日，拉着大半箱爸妈“硬塞”的特

产，带着祝福，“充满电”的王一离开了家里，

再次出发到深圳。次日，正式返岗的王一除

了编写施工方案外，还常跑到工地去看看不

同工序工人们的作业实操，做好质量把控之

余，遇到不懂的问题虚心请教。“工作上要多

学习，多积累，顺利通过见习考核，生活上希

望明年春节带个女朋友回去见家长。”

“今年全家福终于有我了”

对罗帅来说，今年春节很不一样——自

2016 年参加工作以来，她第一次与家人吃年

夜饭，“今年全家福终于有我了！”往年除夕，

她都是在深圳北站与旅客、同事一起过的。

除夕当天，吃完年夜饭，与家人聊聊工

作、生活琐事，对罗帅而言是解压更是充电。

“作为一名服务人员，难免会受点小委屈，面

对这些，工作职责要求我微笑，但回到家，委

屈就藏不住了，想跟家人吐吐苦水。”走向社

会，罗帅的心态不一样了。过去，父亲带她去

见朋友时，她觉得没意思，今年她主动提出陪

父亲去和朋友吃饭，听取长辈建议。

1 月 28 日，已返岗一周的罗帅也迎来返

程高峰。当晚 7 点，将需要坐轮椅的重点旅

客送到站台后，罗帅在出站通廊看到一位年

轻小伙蹲在地上大哭，身旁是散落一地的碎

鸡蛋。“这是我奶奶担心我在外工作吃不好，

省着不舍得吃，从鸡圈一个一个捡起来给我

存着的。”原来，小伙刚抵深后，就得到奶奶因

摔跤去世，手中鸡蛋没拿稳，打碎了。

安抚好旅客后，罗帅拨通了父亲的电话，

“爸爸总在电话里问我什么时候放假回家，问

完又马上后悔，叮嘱我工作为主，好好工作。

今年我会多给父母打电话，假期多回去陪陪

他们。”

新的一年，罗帅计划和父亲一起学习法

律知识，希望能考下律师证。她 53岁的父亲

是铁路系统的一名公安工作人员，坚信“活到

老，学到老”，“要有规划、目标，生活才有意

义”。

“今年小目标，存10万元”

“今年春节，‘年味’又回来了。”出生于

1987 年的罗长生是中建科技华南公司深圳

新能源汽车产业园项目的塔吊指挥人员，管

理着 30多人的“塔吊小团队”。他告诉记者，

今年过年带着父母、孩子去游乐场和公园游

玩，可尽兴了。

记者了解到，除了陪伴家人，罗长生假期

其他时间几乎都在果园、菜地干农活。“养儿

方知父母恩，砍树枝、打土、施肥……常年在

外，我多干一些，父母就能轻松一些。”

“休息了 10多天，该返城赚钱了！”初七，

坐摩的到镇上搭巴士，再到县城转高铁，辗转

10 个多小时，罗长生从四川省资中县双龙镇

书台村回到深圳。“带了近 40斤香肠腊肉，可

以让厨师加个菜。”罗长生说，父母养的两头

猪，年前都杀了做成腊肉，留着给几个孩子返

城时带上。

“今年小目标，存 10 万元。”谈起新年愿

望时，罗长生笑着说道，去年夫妻俩共赚了

16 万元，除去开支存下近 9 万元。为了实现

这一目标，他列了计划：节省自身用度，管理

好施工现场，不出安全事故，争取拿到项目考

核奖励……

游子回城的行李里，塞满了长辈的“祝福”

“ 充 满 电 ”，再 出 发 ！

舒年

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街道推出了“民星‘治’理”计

划，建立社区达人评审机制，通过达人自荐、社区推荐、特

案实践等方式，选出具有社区感染力和影响力的“明星达

人”。这些社区达人也在社区服务和治理中发挥了很大

的作用，信息与电气工程专业的“达人”解决了电梯安全

隐患，擅长工程谈判的“达人”搞定了加装电梯谈判……

有人会说，达人能人，往往只有中高档小区才有，其

实不然。我国城市社区，平均常住人口一般在几千人左

右。以四川省为例，全省社区平均常住人口是 5796 人，

有 1500 多个社区常住人口超过 1 万人。社区居民涉及

各行各业，几千乃至近万名居民中，有几个本行业内的

行家里手并不鲜见，社区工作和居民生活同样涉及方方

面面，很多人从事的工作都能和社区工作搭上边。

换言之，不是说只有大学教授、企业家等才叫达人，

360 行，行行有达人，行行在社区治理中都能使上劲儿。

技能熟练能修好管道的管工、能接送老人就医的网约车

司机、有口皆碑能带好娃的住家阿姨，这些都能算各行

业的达人能人。他们的视角，他们的经验，他们的建议，

都可能对社区工作有帮助，都能在打造全龄友好的社区

工作中发挥大作用。

也就是说，社区达人就散落在社区里，卧虎藏龙。

能否把他们找出来，选出来，考验着社区平时工作是否

做到位，对社区居民情况是否了解。社区治理要发挥社

区居民的主观能动性，而不是“拨一拨动一动”，更不是

靠社区居委会唱“独角戏”，要让社区居民参与其中，乐

在其中。正因如此，选好用好社区达人，不仅有助于调

动居民参与社区服务和治理的主观能动性，增强居民的

社区归属感，也能为社区居委会的工作提供新思路、新

方法、新资源，为社区“减压”。从这个角度来说，普陀区

长寿路街道的社区达人机制，值得其他地方结合当地社

区实际予以借鉴。

当然，在这过程中，也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等形式，对

社区达人的工作给予一定经济上的补助，这样也更有助

于调动积极性。

发掘居民达人
助力社区治理

今 年 1 月 份 ，中 欧 班 列 累 计 开 行

1410 列、运送 14.7 万标箱，同比分别增

长 6%、13%，综合重箱率达到 100%。

在工地上吃元宵

益阳加快重点项目建设
本报讯 在湖南省重点项目益阳信维高端 MLCC 产业园

项目现场，春节坚守现场的建设者铆足劲头，争取项目早日建

成、发挥效益。MLCC即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有着“电子工业

大米”之称，是现代电子工业中不可或缺的被动元器件之一。

据悉，该项目是益阳产业项目建设“一号工程”，将在益阳

全力打造高端 MLCC 研发和生产基地，成为益阳数字经济产

业重要支撑。中建五局三公司项目建设负责人介绍，目前该

项目 5栋生产车间及公寓、宿舍、食堂等配套设施已完成主体

和外立面施工。 （胡其刚 杨婷姗）

抗凝冻筑牢民生防线
本报讯 近日，气温骤降，雨雪增多，道路凝冻日渐严重，

为切实筑牢抗凝冻保民生安全防线，贵州省桐梓县黄莲乡坚

持党建引领，支部带头，党员上阵，以“1+2+3”工作机制做好

凝冻天气应对防范工作，全力打赢“凝冻保卫战”。

“1+2+3”工作机制即运行“党建+村管事”组织，围绕抗凝

冻灾害，保民生运转 2 项工作目标，开展管事长入户走访摸

排、道路凝冻应急值班值守打招呼、困难群众救助帮扶活动等

3 项工作。通过“1+2+3”工作机制，压实层层责任，民政、应

急、卫生院等全员下沉村组，开展老弱病残孕特殊群体健康监

测与救助保障。 （杨勋强 周鹏）

元宵佳节将至，中建三局总承包公司北京分公司崔各庄项目开展“心系工友情满工地”
活动，为夜归的工友煮了热气腾腾的汤圆，慰劳元宵节前后坚守工地的辛苦。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如此打盹，要不得
1月 31日，在北京朝阳区三里屯附近，一名外卖小

哥躺在电动车上打盹儿，不仅挤压车道，其安全隐患更
让人担忧。一些小哥表示，虽然附近商场也有室内休息
场所，但不太方便，非机动车辆停车区被各类共享单车
占满，也是停在路边休息的原因。 本报记者 吴凡 摄

今年元宵节是年度“最小满月”
据新华社电（记者周润健）元宵节将至，又到赏月时。天

文科普专家介绍，癸卯兔年元宵节“十五的月亮十六圆”，还是

年度“最小满月”。

“由于癸卯兔年正月中‘望’的时刻出现在 2月 6日 2时 29
分，因此，兔年元宵节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中国天文学会

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修立鹏说。这轮最圆元宵月有些

特别，它不仅是癸卯兔年的第一轮满月，也是 2023 年度最小

的一轮满月。

如何欣赏这轮元宵满月呢？“‘望’的时刻发生在凌晨，打

算赏月的公众可于 5 日日落后两小时左右进行观赏和拍摄。

此时月亮虽然不是最圆，但与最圆时刻相差无几，且刚刚升

起，显得很大。”修立鹏建议。

那么 2023 年度“最大满月”将出现在什么时候？它将出

现在 8月 31日，由于它还是 8月里的第二次满月，因此又被称

为“蓝月亮”。

武汉这家面馆连续四年
春节请环卫工免费吃面
本报讯（记者 张翀）“听说这里有免费早

餐，没想到是真的，还能吃 10 天！”武汉 60 岁

的环卫工蔡金玉在今年春节里，享受了 10天

免费早餐。她还记得第一天进店的情形，店

员二话不说就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牛骨汤

面，蔡金玉不好意思占店里座位，蹲在路边吃

起来。她是湖北阳新人，在武汉做环卫工已

有 3 年。过年期间不少早餐店关门，这家店

不仅没涨价，还对环卫工免费，“吃完这碗面，

心里特别暖”。

这家店位于武汉市硚口区武胜西街，名

为“牛把子粉面馆”，每天早上食客络绎不绝，

人群中环卫工橙色工作服格外显眼。40 岁

的面馆老板易文晶说，免费吃面始于 2020年

春节，最初主要面向当年春节在汉的各地医

务工作者、志愿者和环卫工。此后连续 3年，

她将免费对象限定为环卫工。

“一碗面算不了什么，我想尽绵薄之力，

给他们一份温暖。”易文晶说，她爷爷和父亲

都是做牛肉粉面的。35 岁那年，原本学财会

专业的她接过这份营生，开了这家牛肉粉面

馆，每天她备餐时，都能见到门外环卫工在工

作。“和我们做早点的一样，生物钟颠倒，每天

早上四五点就起床了。天冷，我们在室内，可

他们在室外。”

据悉，高峰时期该店每天要送出 60多碗

面。易文晶透露，目前她的店已有 17家加盟

店。明年春节，她想将这个爱心活动扩展到

旗下所有门店，传递这份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