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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五，返程客流开始上升，车站的旅客也开始

多了起来。昨天夜里我当班时，发生一件非常紧急的事

情，幸亏各个部门相互配合，爱心接力，最终化险为夷。

昨天晚上 10 点左右，我接到来自 G384 次列车车

长的电话，说车上有个一岁多的小朋友高烧不止，一直

需要吸氧维持呼吸，但眼看氧气不多了维持不到下车，

需要我们帮助呼叫救护车，下车就要送往医院救治。

依照往常的工作经验，一般呼叫救护车都要提前 3 个

小时左右，但知道事情紧急，人命关天，各个部门密切

配合。救护车和医护人员在列车 23:01 到站前就等候

在候车场了。

在列车到站前，我想到孩子不宜颠簸，就和同事推

着轮椅去了站台，让孩子的母亲抱着孩子坐上轮椅，赶

紧把他们送上了救护车。在列车长、车站的工作人员和

医护人员的帮助下，孩子顺利地得到了救治。孩子的父

母激动得热泪盈眶，没想到出门在外一直能得到好心的

人帮助。可在我们看来，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今天特别想和大家说说随地吐痰的问题。北京南

站地上的瓷砖都是用煤油擦的，一方面为了防滑，一

方面为了光亮美观。如果有的旅客随地吐痰，地面遇

水就会湿滑，会对其他旅客的安全造成威胁，也对卫生

环境造成了污染。因此，车站的保洁员要不停地去擦

拭地面保持清洁，非常辛苦。为了方便旅客，车站在每

个检票口都设置了垃圾桶，希望旅客不要随地吐痰，自

觉遵守公共秩序，爱护共同拥有的美好环境，为了他

人也为了我们自己。
（本报记者 齐 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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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正月初三早晨 10 点半，西藏普马拉雪

山半山腰上的立新边防派出所内，边防战士们做
好出发准备，只待派出所所长朱智敏一声令下，
就要踏上巡逻路了。今天他们要去山上的老立新
巡逻，那里通往尼泊尔，也是巡逻重点区域之
一。方刚是今天的巡逻组长，将由他带领 5 名战
士负责巡逻。临出发前，对照巡逻的必备品，朱
智敏又让战士们检查了一下装备。

冬季的巡逻虽然不像夏季那样会遇上蚂蟥、
毒蛇，但是仍然可能会遇到攻击人的野生动物，
带上必要的装备保护自己非常重要。检查好装
备，方刚召集战士们整队集合。

“今天我们的巡逻任务是老立新。大家注意
安全。”方刚说完就带着队伍出发了。

战士们刚走出院门，派出所里的狗们也嗖的
一下子都窜了出来跟着战士们往前走。它们还自
觉排成了一排跟在战士们后面。

“它们当中有一只狗叫黑龙，在派出所待了快 9年
了。每次我们巡逻，黑龙都要跟着去。一路上有狗陪
伴也挺好的，有危险的时候可以起到预警作用。遇到
狗熊和蛇，它们会发出叫声提醒我们。”朱智敏介绍
说，立新边防派出所辖区内最远的山口是普马拉山口，
距离派出所40多公里、步行单程得7个小时以上。“普
马拉山口太远，去巡逻晚上一般回不来。为保证安
全，战士们都得带上睡袋睡在树上。”望着战士们远
去的背影，朱智敏感叹道。

送走了巡逻组，朱智敏今天的任务除了留守派
出所，还要去慰问村里的困难群众。每逢节日，边
防派出所除了会和村民联欢，还会给困难群众送去
节日慰问。今年恰逢春节和藏历新年同时，西藏自
治区外宣办驻立新村工作队联合立新边防派出所在
派出所院内举办了文艺汇演。汇演一结束，派出所
就开始慰问村民。

立新边防派出所辖区内共有 379 户、1011 人，辖

区面积达 116 平方公里，边境线长 35 公里。在点多
线长面广而警力有限的情况下，发挥边民优势、联
合边民共同戍边是做好派出所工作的经验之一。

带上大米、清油、挂面、水果，朱智敏就和 2
名战士出发了。由于地处中尼边境，立新村大多数
有经营头脑的村民都到边贸市场做生意去了，村里
留下的多是孤寡老人和儿童。只要他们有需要，派
出所都会尽力去帮助。村民有困难都喜欢来找派出
所解决，和派出所亲如一家。

“所长新年好！”走在立新村的村道上，不断有
人从家里探出头来和朱智敏打招呼。

朱智敏和战士先来到达娃家，将慰问品放下询
问完近况后，朱智敏又来到了格桑家。“最近好吗？
有困难给我们说。”一边逗着格桑家的小孩白玛德
吉，朱智敏一边问。别人所不知道的是，今天是朱
智敏小孩出生 102 天，可是这个新年因为工作原因
他却不能陪伴在左右。

西藏普马拉雪山边防战士：

爱 民 固 边 过 新 年
本报记者 代 玲

2 月 21 日，正月初三，人们大多走亲访友忙拜
年，河南省郸城县丁村乡种粮大户胥发令的“盛丰种
植专业合作社”院子里却是另一番热闹，20 多名社
员和周边的种粮户正围在合作社多媒体教室里，收看
录播电视台的小麦返青期病虫害防治节目，听胥发令
解答今年小麦春耕的要领。

胥发令今年 48 岁，是当地有名的种粮大户，多
次受到当地政府的表彰。18 岁起，他一直在黄泛区
农场种地，2011 年，他回乡创业，成立了种植专业
合作社，从刚开始承包的 200亩地，发展到流转周边
耕地 1800 多亩。为提高耕种效益，他与周边的农机
手签订了长期租用协议，与省市农科院签订合同，将
承包的耕地建成良种繁育基地。凭着他丰富的种粮经
验和辛勤耕耘，种地年收入从最初的 70 多万元增加

到 850多万元。
“种粮关键要靠技术，土地要深耕细作，施肥配

方要合理，选对良种适时播种，再加上科学管理⋯⋯
只要这些技术能解决‘最后一公里’，每亩地多打
二三百斤粮食没问题。”胥发令说。

“老胥种地有一套，还从来不保守，啥时节施什
么肥料，啥病虫害喷什么药，他都是有问必答，有求
必到。”前来咨询春耕技术的丁村乡农资经营户侯洪
斌对记者说。

“中央一号文件连年聚焦‘三农’，这让我种地的
劲头越来越足了！年前我把农资都筹备好，一开春麦
田管理就能跟上。”欣喜之余，胥发令说出了他的新
年打算，“新一年，我要把合作社改成家庭农
场，争取再多流转点土地，有规模才有效益嘛！”

“向右打方向盘，退后，再退一点，回正方
向盘，慢慢向前开⋯⋯”2 月 21 日上午 11 时
许，赣南老区兴国县城岗乡城岗村的进村道路
上，一名穿着城管制服的中年人站在密集的车
流中一边大声呼喊，一边用手势引导车辆通行
或停下。在他的指挥下，两边车辆缓慢而有序地
会车通行。

“这段路一到节假日期间就堵得厉害，车辆
要顺利通行，离不开人帮忙引导。”穿着城管制
服的中年人叫凌传勇，是兴国县的城管队员。凌
传勇在引导交通的间歇向记者介绍说，这段道路
是从乡里通往当地凌陈、回龙、下洲等 5 个比较
大的村庄的必经之地，很久之前就进行了路面硬
化，但由于修建时间较早，路面宽度不够，有的
路段无法会车，通行能力十分有限。这几年，随
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当地私家车数量激增，加之
为数众多的广东、浙江等外省务工人员回乡车
辆，在每天午饭前后的走亲访友高峰期，如若没
人引导，进进出出的车辆总会把这段几百米的道
路堵成“肠梗阻”，车辆剐蹭也时有发生。“这段
时间我每天都过来义务疏导一下交通。”凌传
勇说。

让凌传勇感到欣慰的是，看到他上上下下地
奔波忙碌，住在旁边的居民也自发前来，帮助分
段引导车辆前行或者靠边让行。城岗村村支书王
爱华这天特地放下家里的活计赶过来和凌传勇一
起疏导交通。

2 月 21 日，正月初三。上午 9 点，广铁集团湖
南永州火车站“爱心呼叫”服务热线接到一个来自
台湾的求助电话。

“您好，这里是永州火车站爱心呼叫服务热线，
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客运三班值班员吕艳红接通
了电话。

“我父亲乘坐 G423 次列车，15 点 40 分到达永
州站，因为腿脚刚刚做了手术，行走不便，麻烦你
们帮忙接送出站。”原来，需要帮助的旅客名叫彭鸿
远，今年 58 岁，家住永州市江永县。打电话求助的
是其远在台湾的儿子彭思耘。

今年春运，为方便老弱病残孕等旅客出行，广
铁集团永州火车站推出“爱心呼叫”服务，他们公
布了两个手机服务电话，由每天当班的总值班员随
身携带负责接听，可提供咨询、导乘、提携行李以
及预约轮椅、担架等服务。

车站值班员吕艳红了解情况后，立即安排人
员，备好轮椅，做好接车准备。15 点 44 分，石家
庄开往南宁东的 G423 次列车停靠在永州火车站二
站台，吕艳红带领 5 名“舜之爱”党团员服务队员
早已在站台 6 号车厢门口等候。列车停稳后，服务
队员上车将彭思耘的父亲从列车上抬到站台停放
的轮椅上，随后，3 名服务队员推着轮椅，两名
服务队员提着行李，护送老人从车站绿色通道出
站，一直将老人送到停在站外等候的车上。

“谢谢！谢谢！”离别时，老人握着服务队员的
手久久不肯松开，嘴里不停地说着。

春运以来，广铁集团湖南永州火车站的一线职
工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为旅客出行提供便利。该站
通过“爱心服务热线”已为旅客提供轮椅、担架
100 余次、提携行李 2000 余次、解答问询 1000
余次。

种粮大户的“春耕培训班”
本报记者 王 伟 夏先清

义 务 交 通 疏 导 员
本报记者 刘志奇 爱 心 热 线 传 递 真 情

本报记者 邓海平

“春节期间，老城区路窄车多，我们保障路
畅通了，自己心里也特别高兴。”说这话的是安
徽省明光市公安局交管大队机动中队副中队长
林陈昌。为了保障春节期间城区东西向主干道
池河大道的畅通，林陈昌和 3 位同事从春节前
一周就开始“守着”最容易堵车的路段——女
山路和池河大道交汇的丁字路口。女山路是明
光市各类货物批发零售的集中地区，春节期间
车流人流更为密集。

“我早上 7 点半就要到岗指挥交通，一直
到晚上 6 点半。中午 12 点左右回家吃饭，才能
稍微休息下。一天下来，腿有些酸疼，感觉有
些累。”林陈昌告诉记者，每年春节期间都是
他最忙碌的时候，只能调休一天来陪陪家人，
平时工作虽然轻松一点，但每周也只能休息
一天。

《经济日报》 记者在春节前后两次采访他，
也只能在他指挥交通的间歇和他聊上几句，车流
量一旦上升，记者就会被他“晾”在一边，而他
早已到了马路中间指挥交通，避免可能出现的道
路拥堵。

“说句实在话，交警的工作很平凡，也很难
有亮点，甚至很枯燥。但我们能保障道路畅通，
有时还能帮助别人，也觉得心里踏实和满足。”
林陈昌这样评价他的工作。

小 城 交 警 忙
本报记者 吴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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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在灰街子安置点的帐篷内，记者见到了今年 63 岁的龙泉

村谢家营盘社村民谢维礼。在地震中，他的 2 个女儿、3 个外
孙都不幸遇难，今年春节，家里只剩下他一个人。

刘昌伟来了，永波来了，志愿者们都来了。“谢老，这是您
爱吃的苹果、橘子和香蕉，我们给您送来了，给您拜年了！”昭
通市安然公益事业联合会的志愿者刘昌伟是滇东北律师事务
所的律师，去年地震发生后，刘昌伟和其他 9 位安然公益事业
联合会的志愿者扎根灾区半年有余。

地震前，谢维礼的两个女儿原本都在外地打工，地震发生
时，她们正赶回龙泉村帮父亲收拾花椒。可万万没想到，这短
暂的几日相聚却成为诀别。

灾区恢复重建阶段，“刘昌伟们”不仅帮助谢维礼置办过
冬物资、做饭送菜，还不时和老人聊聊天。在龙头山镇，安然
公益事业联合会又派固定人手联合全国多支社工组织忙碌在
受灾群众周围，成为乡亲们思想交流、心理安抚的主心骨。

来自河北保定的志愿者吴和春已经做了近 40 年志愿工
作，自 1976 年唐山地震开始，他的救灾足迹遍及汶川、玉树等
多个灾区。今年春节，他自愿留下来给鲁甸灾区群众修电视，
让大家都能看上央视春晚。

吴和春告诉《经济日报》记者，年前镇里的领导主动给他
500 元补助，他“收下”后，自己又添了 500 元，给受灾较为严
重的 10 户家庭每户补助了 100 元；村子里早早给他预备好的
免费屋子他不住，偏偏要花费每月 300 元的房租。“灾区的老
百姓不容易，我不能花他们一分钱。”吴和春说。

为了保障翠屏小学师生 3 月 9 日可以正常开学，建工集
团的建筑工人们坚守到农历腊月二十九，农历正月初四就又
开始快马加鞭工作；为了确保过年期间山区路通人顺，昭通市
交警支队鲁甸大队龙头山中队的近 10 名交警一直坚守在一
线岗位⋯⋯

冬日里的暖阳，照亮了龙头山镇的一排排帐篷，更照进了
灾区群众的心里。

早点住上新房的期盼

羊年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在鲁甸，当记者向受灾的村民
提出这个问题时，听到最多的回答是，“早点住上新房，明年在
新家里过年。”

在龙头山镇沙坝村回龙湾恢复重建集中安置点，200 多
栋小楼房已经初具规模，二层高和三层高的新居错落有致地

“站”在路旁。
沙坝村新寨社村民叶大哥就住在离重建安置点一河之隔

的地方，这 200 多栋小楼房中有 3 栋将会成为他的新居。“眼
看这新楼房一天一天地盖起来，既高兴又发愁啊。”叶大哥一
边吸着水烟，一边向记者诉说着自己的心情。

马上就能住进新房了，为什么要发愁呢？
“想着要住进政府统一规划建设的新房，心里当然高兴。

可是，我还差 20 多万元才能交齐这建设款。”叶大哥说。原
来，村民们需要缴纳每平方米 1100元的建设款才能住进安置
房，叶大哥一家 6 口人，总共要了 300 多平方米的楼房，需要
交纳 30多万元的建设款。

叶大哥坦言，地震后，政府给每户补助了 4 万元帮助恢复
重建。村里盖安置房征用了他家 800 平方米的土地，给了 4
万多元的补助款。这么一算，他还差 20 多万元的“窟窿”没有
补上。让叶大哥发愁的另一个问题是，自己种花椒树的土地
被村里征用后，主要的经济来源没了，将来的生活该怎么办？

其实，唐正云比村民们还要着急。“现在还没有开始规
划建设的主要原因，一是龙泉社区受灾严重，地震后很多村民
的土地界限模糊、难以区分，我们只好一家一户地重新梳理，
目前这一工作已进行了 90%；二是重建安置点建设在哪里，
需要专家详细论证。预计 4月份，我们就可以动工了。”

对于村民们发愁的问题，唐正云表示，重建安置房不可
避免地要征用村民们的土地，征用 100平方米土地，将返还
村民 15 平方米的安置房内面积，征用 1 平方米土地将补助
村民 52.4 元，以及 2 元的青苗费。同时，还会为村民们提供
贷款。

“为了保证村民们今后的生活，我们建设的新居，除了具
备居住功能，将更看重其经济价值。”唐正云告诉记者，龙头山
镇未来将重点发展旅游产业，利用当地产银的特点，以首饰文
化为抓手，打造旅游集镇，“到时，村民们将通过自己勤劳的双
手，过上富裕的生活。”

22 月月 2222 日日，，农历正月初四农历正月初四，，福建省福州火车福建省福州火车

站迎来外来劳务人员中转至泉州站迎来外来劳务人员中转至泉州、、厦门等地的厦门等地的

首个节后高峰首个节后高峰。。福州火车站开放全部售福州火车站开放全部售票窗票窗。。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石石 伟伟摄摄

22 月月 2222 日日，，农历正月初四农历正月初四，，河北省迁河北省迁

安市杨各庄镇高各庄村西欧安市杨各庄镇高各庄村西欧 CC 草莓公园草莓公园

大棚大棚，，回乡探亲的农业专家利用休息时回乡探亲的农业专家利用休息时

间给农作物会诊间给农作物会诊。。 李李 瑛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