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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5 日，农历正月初六傍晚，华灯
初上，江西鹰潭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里新年气氛浓郁。记者来到外来务工
人员赵建军、卢小花夫妻所住的马岗公
租房小区，处处灯笼高挂，家家春联耀
眼，很多外来务工人员家的孩子在小区

广场嬉戏打闹、燃放鞭炮。
走进赵建军、卢小花的家，抬头便

看到门框上的春联，红彤彤的颜色烘托
着一家人的喜悦。屋子里香气四溢，清
蒸土鸡、红烧排骨、煮饺子⋯⋯热气腾
腾的美味接连上桌。

赵建军夫妻都在鹰潭高新区内的江
西鹰潭众鑫成铜业有限公司工作，所住
的小区与公司只有一墙之隔。小区里的
几百套房子主要居住对象就是外来务工
人员家庭。房子虽然只有 60 多平方米，
但结构合理，干净整洁。儿子赵可今年
6岁，目前在高新区一所幼儿园读书。

赵建军老家在四川南充市，如今 28
岁的他 15 岁就离家闯荡，从普通的退火
镀锡工干到现在的仓管经理，每月收入
4000 多元。虽然是一线工人，但妻子卢
小花的月收入比赵建军还高出几百元。

“2012 年，我们申请到了这套公租

房，真正在鹰潭高新区安了家，儿子接
到身边后，一家人其乐融融。”赵建军
说，仅他们公司住在马岗公租房小区的
同事就有几十户。

鹰潭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刘晓华告
诉记者，当地在公租房申请、子女就学
等方面给予外来务工人员、本地市民同
等待遇。目前，整个高新区已建成公租
房 4000 多套，已经有 8000 多外来务工
人员住上了这些公租房。

“原来在外打工租个 10 多平方米的
房子都要五六百元，现在这样大的房子
租金加物业每月才 60 多元，儿子读书也
不用借读费。”赵建军说，除去生活开
销，夫妻俩每月能攒约四五千元。为了
住得更舒适，去年，夫妻俩对房子进行
了简单装修。“虽说是公租房，承租人只
有居住权而没有产权，但花两万多元装
修我们认为值得，因为我们就是把它当

成自己的家。”赵建军说。
赵建军夫妻计划等过几年有了一定

经济实力，在市区买一套自己的房子。
“全家人在一起，那才叫真的幸福”。说
到此，赵建军满脸憧憬。

赵建军的愿望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
能实现。刘晓华告诉记者，鹰潭高新区
已建成的各个公租房小区生活设施配套
都很完善，下一步，政府除了加大公租
房建设力度外，还研究决定允许租住满
五年以上的家庭购买全部或部分公租房
产权，让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真正拥有
一份基业。

这个消息对赵建军夫妻俩来说，是
个很大的喜讯，让他们对自己的“城市
梦”多了几分信心。旁边少言寡语的妻
子卢小花兴奋地说，“如果真是那样，我
们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就不再是‘过客’
而是‘常客’了。”

一个外来务工家庭的新春愿望——

“ 真 正 在 城 市 安 上 家 ”
本报记者 王轶辰

安全开行 12 年，全程 623 公里 38 个停靠站，1.5 元的
最低票价⋯⋯由西安铁路局榆林车辆段担当的 7005/
7006 次列车，是一列长年往返于西安至榆林的绿皮车。
列车途经 28个陕北乡镇，来往的都是当地老乡。

陕北人爱赶集。每月农历初三、初六、初九，还有逢
五、逢十，都是赶集日。老乡们带着自己养的鸡、鸭，自家
酿的黄米酒、做的荞面凉粉，坐上列车去赶集。

因为停站多、票价低、乘坐方便，“站站停”的 7005/
7006 次列车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绿色公交”，是为乡亲
们定制的“赶集车”。

2 月 5 日，农历正月初六。虽然气温低至零下 10℃，
列车上的旅客却一点不少，领着娃儿、带着年货，走亲访
友，让平时就显拥挤的列车更为狭小。

不同于其他列车，“站站停”的 7005/7006 次运行
中，旅客上下车很频繁。到了春节假期，更是满载运行，
有时需要加挂列车，单趟运送人数达 2000 多人。为此，
榆林车辆段强化服务标准，延伸服务项目，从细节上为老
区人民出行服务。虽说都是“熟人”，但标准化服务一项
不少。每次列车启动后，列车员都要自我介绍，欢迎乡亲
们乘坐，然后整理行李、送开水、清理卫生，循环服务。

列车还专门编辑印刷了服务手册，介绍沿途风景、
特色小吃，摆放在车厢的两端，方便旅客查阅；为防备
乘客急需，列车设置了“温馨服务台”，配备小药箱、
小方凳；今年春运期间，针对老弱病残孕等重点旅客，
列车还组织青年志愿者开展“提一件行李、找一个座
位、送一杯开水”活动，热心服务旅客。

在陕北超过 4 个月的寒冬里，列车车厢水管、厕所
集便器常常被冻结。列车每次到站后，辛苦一天的列车
员来不及休息就立即拿着开水壶和自制的消冰桶、钢钎
等工具，将已经冻结的水管和集便桶中的积冰、污垢冲
洗干净。晚上，班组一半人员要在车里留宿，在零下
20℃的严寒中“看车”，确保列车安全。

“ 赶 集 专 列 ”站 站 停
本报记者 张 毅

2 月 4 日，贵州榕江县仁里水族乡仁
吉村大湾寨热闹异常。当地的芦笙队与本
县乐里镇小瑞村及附近 5 个侗寨的芦笙队
一起，吹芦笙、踩歌堂。

“前年我们到小瑞吹芦笙来，今年我
们邀请他们来我们寨子来吹芦笙。”本次
芦笙活动的组织者、仁里水族乡中心校教
师吴东仁介绍说。

在侗族地区，一个寨子在农闲时节或
重要节日，邀请另一个寨子到自己寨子做
客，吹芦笙、踩歌堂的民俗活动叫“吃相
思”。

“这种民族民间民俗活动在清朝和民
国期间就有了，但这两年生活条件好了，
活动越来越热闹。”大湾寨 80 岁的侗族老
人吴芳朝说。

外出工作的年轻人吴俊，在活动筹备
期间，就与村干部一起寻求各方支持，春
节期间他又趁假期，积极参与各项活动。

“如果再不组织这样的活动，以后就没有
人会吹芦笙，踩歌堂了。”吴俊说。

“我们小瑞村来了86人。”乐里镇小瑞
村这次“吃相思”的领头人杨胜云说，

“我们来一是与他们吹芦笙、踩歌堂，增
添春节氛围，二是向他们学习民族文化保
护、生产致富等有益经验。”

大湾寨父老乡亲不仅筹钱筹米招待客
人，还争先恐后地帮厨、摆桌。“这种活
动增加了寨子的凝聚力。”仁吉村委主
任、大湾寨人吴国锋说。

“吃相思”这一侗族民族民间传统习
俗，如今不仅是侗族群众的民间交流活
动，更为侗族乡亲搭建了相互学习、共同
提高的平台。“我们‘吃相思’已经吃出
了新味道。”仁吉村党支部书记吴必海说。

春节刚过,山东章丘市黄河镇的刘
卫康就忙了起来。

正月初五，记者刚到黄河这个滩区
乡镇驻地，就听见文化广场上传来阵阵
欢声笑语、器乐合鸣。附近的百姓介绍
说，镇上正组织第二届群众文化艺术节，
老百姓既当观众又当演员，不仅自娱自

乐，还参加选拔比赛。
一曲《父亲》还没结束，台下的乡亲

们便鼓起掌来。“刘卫康可是咱黄河镇的
大红人，唱戏、主持、表演⋯⋯就没他不
会的。”村民说。说话间，刘卫康来到记
者眼前。让人想不到的是，乡亲们眼中
的“大红人”，竟然是个 20 岁出头的小伙
子。经过几年的努力打拼，刘卫康还被
推举为庄户剧团的团长。

演出间隙，刘卫康打开了话匣子：之
前干婚庆，从去年开始，组建了庄户剧
团。闲暇时，用 3 辆面包车拉着团里的

“演员们”，十里八村去演戏。从去年第
一届群众文化艺术节开始，文化广场大
舞台就成了他们展现才艺的好地方。

刘卫康说，今年庄户剧团已到 3 个
村演出过，“巡回演出”将持续到正月十
五。每年能演出几十场，哪里有需求，他
们就第一个跟上。剧团成员来自黄河镇
各村，只要有表演，不用广告，吆喝一声，
附近百姓就提前等在演出现场。

“贴近民众、贴近生活、贴近乡土的
节目才受欢迎。”刘卫康介绍说，《王小二
赶脚》、《彩楼记》、《两亲家顶嘴》等五音
戏演出，每次都是满堂彩。

乡亲们都亲切地称刘卫康“包黑
子”，一是因为他扮演《铡美案》中的包
公，二是跟他皮肤黑有关。刘卫康说，之
前演包公时没有服装，再怎么卖力表演，
也缺点神韵。如今，章丘市赠送了他整
套戏服，表演起来更带劲了。

据介绍，章丘市近年来紧抓文化惠
民工程，滩区和山村的老百姓都能近距
离接触文化演出。章丘市积极支持庄户
剧团发展壮大的举措，给剧团里的演员
增添了信心，今年他们又吸引了两位年
轻人加入，古老的“五音戏”唱法，加上演
员们自己的创新改编，让古戏有了新面
貌，传承有了新力量。

“马上有戏！”锣鼓声鸣中，又一个节
目等着刘卫康上场。年轻的刘卫康一个
箭步再次冲向舞台。

踩歌堂里春意浓
本报记者 王新伟

庄户人唱戏给庄户人听
本报记者 管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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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5 日，湖南凤凰县腊尔山镇火车票

代售点，乘客展示自己购买的火车票。该

代售点是广铁集团今年春运期间设置的乡

镇代售点之一。 刘 伟摄

“五道梁零下 16℃到零下 2℃⋯⋯”2 月 3 日晚，紧盯
气象台发来的专项预报，躺在床上的青藏铁路公司格尔
木工务段唐古拉线路车间主任李彪林几乎一夜未眠。

春运期间，气象条件的一丝变化都会让李彪林很紧
张：钢轨、道岔等冬季易脆，极易裂纹甚至折断，他们担负
的 125 公里青藏铁路线路全建在永久性冻土上，冬季青
藏高原冻土体积容易发生变化，地基与钢轨会出现沉降。

4日上午 9时许，记者随李彪林赶到布玛德站。一列
火车刚驶过站场，李彪林和同事们直奔道岔而去——道
岔是站场检查的关键部位，如果道岔不能正常归位，列车
将无法通过。“在道岔上虽有了融雪设备，但吹来沙砾很
容易将道岔的缝隙填满，道岔就无法正常归位！”李彪林
手持小铲，熟练地把岔道缝隙的一些沙砾铲出铁轨，上月
才领到的劳保皮手套上，已经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破洞。

每走 5 米，李彪林就弯下腰去，把道尺放在钢轨上，
遇到重点位置他还会跪在冰冷的铁轨上仔细查看。“这是
轨距，误差以毫米计！”李彪林解释说，如果轨距多出一毫
米的话，钢轨可能 5 年就磨损了；只有轨距一直保持最佳
状态，火车才不会产生晃动颠簸。为了把误差减到最小，
一根 25 米长的钢轨，李彪林和同事检查轨向时必须跪下
来四五次，一天下来要跪上三四百次。

记者试着量了几次轨距，两腿像灌了铅似的沉重，没
过几分钟，手慢慢发木，直到最后几乎失去了知觉。

来到离布玛德站 5 公里的 K1334 处时，已经是中午
1 点多钟。组长王小堂一挥手，身后的几名巡线工抬着
起道器一拥而上，在“丁丁当当”铁器的撞击声中，几毫米
的垫片顺利垫入钢轨之下——仅几分钟便完成了一处轨
道高低调整。

下午 6 时许，T28 次列车从他们身旁疾驰而过。忘
却了一天的疲倦，王小堂和同事们忍不住欢呼起来。

查 遍 铁 轨 保 安 全
本报记者 夏先清

编者按：春节期间，本报记者走进外来务工人员租住的公租房，深入贵州侗族村寨和山东

村镇，听外来务工人员讲述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对未来生活的期盼，看民族传统戏剧传承发

展。古戏换新颜，生活有新貌。新春伊始，人们对未来生活有了更多的信心。

上图 春节期间，河北霸州组织了多彩的文化活动，丰

富老百姓的节日生活。图为当地农民翩翩起舞，迎接新春

到来。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左图 春运期间，济南铁路局 100 多名高铁工务检修

人员每天凌晨都会顶着寒风,检修辖区内的高铁线路。图

为检修人员认真核对测量数据。 本报记者 王金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