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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春节、藏历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浓
浓的年味儿弥漫在拉萨的大街小巷、商店
卖场，年货走俏拉萨市场。

在拉萨冲赛康市场，各式各样的年
货摆满货架和货摊。意寓丰收的切玛、
吉 祥 如 意 的 大 块 红 糖 、 香 浓 可 口 的 酥
油、代表吉祥的羊头像，这些琳琅满目
的商品把节日市场装扮得丰富多彩。沸
腾的人群中，商家的叫卖声此起彼伏。
购置年货的人们来往穿梭，享受着节日
的喜庆祥和。

切玛盒是藏族群众在节日里不可缺少
的物品。卖切玛盒的摊主玉珍说：“每年
藏历新年前，都是切玛盒卖得最好的时

候。最近这几天，每天都能卖出十几个，
为家里增加了不少收入。”做酥油生意的
丹增告诉记者，藏历新年就要来了，藏族
群众都要购置酥油，酥油生意当然很好，

“现在一天卖出去的酥油有 150 多斤，至
少有 2000元的收入。”

在北京东路和小昭寺两旁，鳞次栉比
的藏装店内，正吸引着从各地前来选购藏
装的人们。在藏族服装店“藏宝聚”中，
店员拉姆向记者介绍说，今年除了卖传统
藏装外，还有很多新款的藏装。在藏历新
年前一个多月，藏装就开始走俏，店里每
天的销售额比平时翻了一番。

除了传统的年货走俏市场外，今年的

年货中，十字绣也博得了众多藏族百姓的
青睐，成为他们的年货新宠。

冲赛康市场的十字绣店里，前来装
裱、购买十字绣的藏族顾客络绎不绝。成
林次旺正陪母亲为绣好的“布达拉”装
裱。“赶在过节前，把‘布达拉’挂在客
厅里很美。”成林次旺的母亲说，十字绣
今年也成了他们的年货。

年货的走俏还引导了新的商业布局、
出现了新的商业热潮。在拉萨八廓街和大
昭寺广场周围，许多夏季卖旅游商品的店
面纷纷转变经营内容卖起了年货。

“这家店夏季卖唐卡，现在过节商品
是主打，这条街几乎都这样。”利用短

暂的闲暇时间，新疆小伙阿卜杜拉·热
汗与我们聊起了他的生意，“马上要过
节 了 ， 干 果 很 受 欢 迎 。 已 经 卖 了 20 多
天，差不多每天都能卖 4000 多元，生意
非常好。”

除了小型商户盯上年货市场外，拉
萨市一些大型卖场也大张旗鼓地抢占节
日 市 场 。 调 整 货 品 并 推 出 打 折 促 销 活
动，商家忙得不亦乐乎。从 1 月 12 日开
始，拉萨市百益超市就在赛康百货一楼
布置了充满浓浓年味的年货特卖街。因
为系列的促销活动，年货特卖街开业不
到一月，年货类商品的销量就比去年同
期增长了 30%左右。

拉萨：酥油飘香 年味渐浓
本报记者 夏先清 代 玲

从节前余票看，2 月 6 日至 8 日北京地区去往东北、
上海、合阜、南昌、成渝方向有余票。2 月 6 日、8 日北京
去往汉口 L241 次有余票。2 月 6 日至 8 日上海地区去往
东北、北京方向有余票；2 月 7日上海南至宜昌东 L421 次
有余票；2 月 7 日、8 日杭州至郑州 L764 次、上海南至厦
门 K1209 次有余票；2 月 6 日至 8 日南京至厦门 K161 次
有余票。2月 8日，广州地区去往东北、北京、郑州、武汉、
上海、合阜、济南、银川、乌鲁木齐方向有余票；2月 7日、8
日广州至温州 K326 次有余票；2 月 8 日深圳东至成都东
K1092次有余票。

从节后余票看，2 月 15 日、16 日、17 日，成渝地区去
往北京方向有余票，去往广州方向的 K871 次、L705 次、
L75 次有少量余票，去往上海方向的 K1247次、K427次、
L678 次有少量余票；武汉、合阜、南昌地区去往北京、上
海、广州方向有余票；湖南地区去往广州方向的部分高铁
列车有余票，去往上海方向的 D107次、L751次列车有余
票。 （齐 慧）

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监测显示，2月5日，全国主要
高速公路网及国省干线公路总体运行平稳。连霍高速事
故路段已恢复半幅双向通行，交通部门全力做好分流保通
工作。此外，降雪对华北、华东局部路网造成一定影响，截
至5日10时，河北、山西、山东、内蒙古境内有18条高速由
于路面积雪、结冰封闭；江西、四川境内有7条高速由于大
雾能见度低暂时封闭。到记者发稿时止，受影响路段正陆
续开通。 （冯其予）

降雪影响华北、华东局部路网

余票信息一览余票信息一览

值 班 站 长 日 记 2月5日 小雪

今年春运期间雨雪较多，火车晚点情况时有发
生。还好，北京的三大火车站组成火车站“联盟”，
时时沟通，互相帮衬，让每个旅客都能顺利回家。

每天我都会关注天气预报，今天早上看到北京
下雪了，就开始担心会有列车晚点的情况。中午12
点多，南站的值班站长打来电话说，由于部分高铁
列车晚点，导致旅客赶不上转乘的列车，还需要我
们这边帮忙想办法处理，看能不能安排其他车次。

“好的，我们全力安排！”我马上爽快地回答。
平日里几个火车站都时时沟通，遇到紧急情况大家
都是共同想办法解决。

没多久，就有旅客陆陆续续地赶到我们这了，
他们拿着南站值班站长开的客运记录和车票以证
明因火车晚点而延误。愿意退票的旅客，我们全额
退票，愿意继续选择坐火车回家的旅客我们想办法
让旅客改签到最近的车次。李先生因南站高铁晚
点而没有赶上下午3点半D23去长春的列车，我马
上查询到晚上11点半去长春的D615次列车，让李
先生顺利上车。这样的旅客我们安排了近70名，让
这些旅客都改签到回家的列车。

在这里也提醒旅客，如果您在乘坐火车时，因
天气原因晚点没有赶上转乘列车，您别急，及时与
火车站的值班站长联系，我们会组织安排，一定会
让您登上回家的列车。 （齐 慧整理）

火车站“联盟”
北京站值班站长 杨馥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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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明星大腕，只有社区百姓跳欢乐的舞，唱
自编的歌，演身边的事。2 月 6 日晚 19 时，湖北省
武汉百步亭社区将发起以“建设美丽社区，歌颂幸
福生活”为主题的 2013 第二届全国社区网络春
晚，与全国社区居民和网友见面。全国 5000 多
个社区参与，50000 余社区居民自编自导自演，
5600 多个优选节目，成为网民今年最值得期待的
春节晚会。

记者在中国社区网看到，各社区选送的节目
基本覆盖所有省份的特色文化，包括北京相声、天
津快板、河北杂技、东北二人转、云南孔雀舞、甘肃
皮影戏等，河北“口哨高手”献艺，青海花儿激情放
歌；贵州平坝社区农民表演的侗族芦笙舞；街头艺术

《二鬼摔跤》，河洛沙画，双辽剪纸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也一一登台。边远地区的社区还以原生态民歌、民俗
风情舞、方言大拜年等形式送祝福，种类多达数百
种，充满了浓浓的传统味、民族味、群众味。

第二届全国社区网络春晚，以立体方式呈现
出一个温馨和谐、丰富多彩的社区生活图景。中
央文明办专职副主任王世明评价说：“社区网络春
晚提供了一个平台，通过活动带动了群众，形成了
浓厚民族文化的氛围，丰富了社区文化内涵，是群
众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创新之举。”

武汉百步亭社区

网络小春晚 社区大舞台
本报记者 魏劲松 郑明桥

2 月 5 日，济南一大早就下起了雪，
天气寒冷。上午9点，记者来到位于天成
路74号的天成新居小区，这是一个廉租
房小区。随机敲开一户人家的门，主人
段升满正在写春联：衷心感谢共产党，
欢颜安居廉租房。“见笑了。我文化不
高，这春联写得直白，对仗也不工整，
但写出了我的心里话。”

段升满 1957 年生人，1979 年参加
过自卫反击战，立过功，受过伤。所在企
业早就倒闭，已下岗多年。作为优抚对
象，他每月能领到 285 元的参战补助费。
住的房子使用面积 19.61 平方米，月租
金 31.5 元。经济上困难，日子却过得快
活。屋里收拾得整整洁洁，每天 5 点就起
床，到楼下打打太极拳，练练太极剑。白

天就到路口义务执勤。他说：“政府帮助
了我，我得多做点事情回报社会。”

段升满很知足。他以前租房换了 4
次，心里总不踏实。“现在好了！”他质朴
地笑着说，“有了自己的家。”

上午 11 点 20 分，记者又来到另一
户人家，男主人叫吴桂河，女儿已出嫁，
老两口住这里。吴师傅 57 岁了，他满意
地说：“从天成新居到火车站 10 多分钟，
到长途汽车站用不了 20 分钟，去商店、
到医院，都很方便。政府建廉租房，给选
了个好位置。”

济南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局长
刘胜凯介绍说，近年来，济南通过棚户
区改造、经济适用住房、廉租房建设等
多种方式，使 8 万余户中低收入住房困

难家庭搬进了“配套齐全、居住舒适、
环境优美、温馨和谐”的保障房小区。

政府投资建设的 6 个廉租住房项目
全部选址在城市中心，周边社区成熟，
基础设施完善，医院、学校、商场等公
共服务配套齐全，交通便利，最大限度
地满足了低收入家庭的工作、上学和生
活的需求，降低了生活成本。

刘胜凯介绍说，保障房必须是精品
工程，让群众“住得放心、住得安心”是济
南市政府向全市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

为确保建设质量“精品优质”，济南
市实施了全过程质量控制。在 2012 年
5 月进行的全国保障性安居工程质量监
督执法检查中，济南市受检工程符合率
及基本符合率达 100%。

雪中探访济南保障性安居工程——

廉 租 房 里 尽 欢 颜
本报记者 管 斌

春节将至，一场场红红火火的文化
活动在福建各地拉开序幕。

日前，由福建省委宣传部组织的一场
规模浩大的“三下乡”活动来到泰宁县朱
口镇，省杂技团给乡亲们带来了精彩的表

演节目，县里的梅林戏剧团则在音山村表
演了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梅林戏《挡马》、

《回家》以及新编小戏《歌唱十八大》等。
省实验闽剧院来到古田县大甲乡邹洋村，
把闽剧《别妻书》、《梅玉配》等剧目送到了

农民中间。宁德市开展的“文艺轻骑兵在
基层”活动走进社区和企业，用现代和传
统戏剧的形式宣传贯彻十八大精神。莆
田市组织了当地著名莆仙戏剧团深入农
村巡回展演，让群众不出门就能看到他
们喜欢的地方戏。在农民工集中的石狮、
南安、德化等地，一场场针对农民工举办
的文艺巡演也在展开。

据了解，今年，福建各地宣传文化部
门把城乡文化活动统筹起来，吸引基层
群众广泛参与，使“文化惠民”成为今年
迎春文化活动的主题。

福建

迎春文化活动走进基层
本报记者 石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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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树贵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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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③ 2 月 3 日，湖南怀化火车站工

作人员利用休班时间为铁路农民工选购

春联、红灯笼、春节福字、年画等年货，并

在当天把年货送到他们手中。
本报通讯员 薛题泰摄

近年来，随着铁路的发展，人们出行的环境大大改
善，绿皮车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每年春运，受人流
的压力，绿皮车才重新整装登上春运的舞台。

1月 31日，记者登上了南昌至温州 L404/3次临客列
车，与绿皮车供水员进行了亲密接触。

供水员熊永平今年 55 岁，列车上的工种像餐车炊事
员、供水员、列车员都干过。到了春运，他就会到绿皮车
上当供水员。像他这样会烧锅炉的老同志在南昌客运段
越来越少了，绿皮车供水全靠他们。

熊师傅说烧炉子是个技术活，只见他点燃柴火放入
炉膛，过会儿加入煤，再打开炉门，炉膛里已是熊熊大火。

南昌至温州 L404/3 次临客列车是返程客流，旅客
大都从温州上车。列车下午 4 时从温州开出。为了让旅
客一上车就能喝上开水，熊师傅吃完早饭就开始准备。
他和徒弟要把所有车厢的保温桶里的凉开水全部放掉，
重新烧开水灌进去。烧开一炉水需要大约 50 分钟时间，
烧好后，他们要用茶桶装好，一个车厢一个车厢地送，一
炉开水能灌满差不多三节车厢的保温桶。

“这趟临客有 18 节硬座车厢，最少要烧 6 炉开水，才
能保证全列旅客的开水供应。”熊师傅介绍说。6 个多小
时下来，虽是严寒天，熊师傅和他的徒弟脸上仍然沁出了
汗水，车厢的车窗玻璃也蒙上一层雾气。

熊师傅说：“乘坐我们这趟临客的大部分是农民兄
弟，他们在外辛苦了一年，我们要尽最大努力让他们在旅
途中喝上一杯开水。”

供水员熊永平

“为让旅客喝上热水”
本报记者 齐 慧

气球、彩带、大红的中国结；歌舞、晋剧、
传统的快板书；掌声、笑声、由衷的喝彩声；列
车、旅客、流动的春之乐⋯⋯2 月 3 日农历小年
这天，在太原开往包头的 2681 次旅客列车上，
太原客运段春运列车文艺小分队与旅客互动举办
的歌舞演唱联欢会，着实让许多旅客过了一把

“列车春晚”瘾。
车厢里，一曲《坐上火车去拉萨》引发的喝彩

声还没完全落定，民族舞、晋剧表演又将热烈的气
氛推向了高潮。欢快的气氛，浓浓的年味，点燃了
归途游子的激情，许多旅客纷纷站起身来，与文艺
小分队的演员们一起放声高歌。

“你爱吃的三鲜馅，有人给你包。你委屈的泪
花儿，有人给你擦⋯⋯”农民工旅客王拴柱的一曲

《母亲》，让纷纷跟唱的旅客热泪盈眶。
为提升列车服务品质，缓解和消除旅客长途

乘车的劳顿之苦，太原客运段便在全段范围内，挑
选了 10 余名职工文艺骨干组成春运列车文艺小
分队，重点登乘农民工较多的列车与旅客歌舞
联欢。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迎着春的气息，向着家的方向，列车一路欢
歌疾驰而去。

太原客运段

“ 列 车 春 晚 ”过 把 瘾
本报记者 刘存瑞 李 哲

□ 春 运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