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值班站长日记

数字设备丰富旅途生活
2016年2月18日 晴

淄博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 楚建辉

这两天山东艺考开始了，和往年不同的是，父母
陪同的变少了，三两好友或二三十个一起组团出发
的多了。一个长相清秀的小姑娘在排队进站的时候
一直低头看着手机，偶尔嘴角露出微笑，不自觉走错
了方向，被好友叫回。

三品检查仪的屏幕上，大大小小的背包、拉杆箱
内必备的不再是零食和书籍，而是形形色色的电子
产品，手机、笔记本、平板电脑和各种数据线、充电
器、耳机等。候车室内，大多数候车的旅客都是“低
头族”：打游戏、看电影、读网络小说、聊天⋯⋯以往
常见的《读者》《小说月刊》和大部头的名著几乎不
见，纸质的书籍、报纸已近销声匿迹。

15年前的第一部手机早已不知道扔在了哪里，
那个时候手机属于奢侈品，价格高、费用贵，只有简
单的通电话、发短信功能。这几年，手机和笔记本、
平板电脑彻底告别“高大上”，走入平常百姓家。现
在我也偶尔拍个照片发到微信朋友圈，过节期间和
亲朋好友发微信、抢红包成了生活的点缀。

数字时代，改变的不仅仅是人们的生活，也在改
进着我们的服务。车站2012年开通了微博，拓展了
与旅客交流的纽带。去年春运，车站启用了免费
WiFi，使苦于流量不足的旅客深感便利，给候车的人
们带来了更多的休闲选择，小朋友可以愉快地继续
看他们的“熊大熊二”，农民工兄弟也能熟练地用微
信和家人视频，告诉家人自己即将启程。

(本报记者 齐 慧整理)

春节期间，听说家乡农村的百姓又有
了致富的新门路，记者颇感兴趣。农历正
月初三一大早，趁着明媚的春光，记者驱
车来到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吉潭镇圳下
村，决心探寻一番。

汽车沿着蜿蜒的乡间小道行驶，两旁
是一排排的脐橙树，具有客家特色的村居
鳞次栉比，乡亲们口中的“聚财屋”——圳
下村“赶街”文化服务站，就设在村头一栋
极为显眼的小平房里。

来到服务站时，站长刘传盛正被一群
村民围在电脑前，帮助村民们在网上“淘
宝”，他的妻子汪庆香正在为村民准备出
售的脐橙打包，忙得不亦乐乎。这时，42
岁的村民刘生添正好前来取快递，他有点
腼腆地告诉记者，年前他从网上花 10 元
购买的 5 双袜子到货了，今天过来取。“现
在家门口就可以逛‘商城’，同样享受城里
人的生活物资，省钱又方便。”刘生添说。

勤劳、质朴的客家人总是热情饱满，
前来办理网上销售的村民刘剑华凑上来
乐呵呵地向记者讲述他的心得。“以前总
怕自己的农产品没有销路，有了服务站
后，别说脐橙了，就连家里的番薯、芋子、
黄豆等都可以拿来在网上卖，价钱比圩镇
卖得更高，物流也很方便。”刘剑华说。

汪庆香也停下了手中的活儿说：“平
日村民大多网售的是脐橙，建站以来的短
短四个月里，已帮村民卖出了 800多箱脐
橙，村民也会卖吃不完的其他农产品。”汪
庆香边说边走把我们引向了“土特产展示
区”，向我们推荐起了木耳、红薯干、黑花

生、蜂蜜、笋干、灵芝、香菇等农家特产。
“刚开张的第一个月，只有几十元的

收益，后来村民慢慢地了解、接触这种新
渠道，每天业务量直线上升，现在一个月
净收入 1600 多元，每天接的单夫妻俩都
忙不过来。”刘传盛告诉记者，服务站自
2015 年 9 月开张以来，累计为村民代购
商品 5.7 万元，代缴费用 9.8 万元,代销售
农产品 12.64 万元，全村大部分村民都在

站里办理过业务。
记者看到，“土特产展示区”的旁边是

“图书借阅区”，书架上摆放着《蜜蜂高效
养殖技术一本通》《高效池塘养鱼技术》等
科技类书籍和文学作品。“这几天一直在
为脐橙黄龙病的防控发愁，一本《脐橙黄
龙病识别原色图谱及防治技术 100问》送
来了及时雨。”手捧这本科技书的村民刘
永亮如获至宝。

“农家书屋开设好多年了，可效果并
不理想，因为图书更新慢，管理员收入低，
积极性不高，几乎成为摆设。自从‘赶街’
文化服务站和农家书屋‘二合一’后，就大
不一样啦！”刘传盛告诉记者，农户在服务
站买日用品、卖农产品、办理缴费的过程
中，有了更多的沟通和交流，学习的氛围
自然就浓了。“服务站不仅带旺了人气，更
带旺了村民致富的想法。”刘传盛说。

“农家书屋+电商模式，不仅没有影
响文化书屋功能的发挥，反而促进了文化
书屋的发展。加入电商功能后，不仅解决
了村民‘消费难和销售难’的问题，实现消
费品下村和农产品进城的双向流通，也使
知识和资讯的获取单纯从线下变为线上
线下并举，更好地满足了农民群众的文化
需求。”随行的寻乌县委宣传部干事蓝玉
林告诉记者，去年以来，该县在深入推进
基本公共文化标准化均等化建设的基础
上，依托乡（镇）综合文化站和村级文化活
动室，积极推进“农家书屋+电商”建设工
程，建立了县级有“赶街”文化服务总站、
物流配送中心，乡（镇）、村有分站的发展
模式，积极引导群众通过创办电商企业、
创新专业合作社运营方式等途径，大力发
展电子商务产业。目前，该县已建成首批

“赶街”文化服务站 23 个，计划在 2020 年
实现村级“赶街”文化服务站全覆盖。

“放下锄头，啃起书本；拿起鼠标，做
起电商。”临走前，刘传盛乐呵呵地对记者
说：“‘赶街’文化服务站让大山里的寻乌
老乡，也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

江西寻乌推广“文化+电商”模式，打造文化惠民升级版——

农家书屋聚才亦聚财
本报记者 赖永峰 刘 兴

上图 村民、学生在江西省赣州市寻

乌县吉潭镇圳下村文化服务站阅读图书。

左图 圳下村文化服务站站长刘传盛

为村民网上选购产品。

本报记者 刘 兴摄

作为陕西省著名旅游景点，陕西历史博物
馆颇受国内外游客追捧。春节期间，特色展览

“大唐遗宝——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展”在停展
进行“体检保养”后与陕西数字博物馆实体体验
馆一同与大众见面。博物馆人气爆棚，每天都
迎来近万游客。

今年春节，陕西历史博物馆吸引游客的不
只是精美的展品，还有“萌萌哒”的新代言人“唐
宝贝”。行李牌、冰箱贴、书签、抱枕等日常生活
用品，配上“唐宝贝”的包子脸和星星眼，也变得
可爱了。“每一个都想买，朋友们看到朋友圈的
照片都想要。”从山西到西安旅游的王晴和朋友
一口气买了 10多件。

据了解，“唐宝贝”是从陕西历史博物馆众
多唐代粉彩俑中精选出来的形象。是继“唐
妞”“汉英俊”“唐美丽”这些陕西文物代言人后，
再次推出的文创产品。

“这些创意灵感均来自我们的馆藏文物，让
博物馆的藏品变成实用品，进入更多人的生活，
也是对文物内涵的提升和拓展。此次‘唐宝贝’
系列的推出也为陕西历史博物馆正式启动‘丝
绸之路’文创产品项目开发打下坚实基础。”陕
西历史博物馆文化产业部邱刚表示，为配合重
新与游客见面的大唐珍宝展，“唐宝贝”的仕女
系列将作为今年新春的主打文创，之后陕西历
史博物馆还将在丝路主题的基础上扩展延伸。

丝路文创人人爱
本报记者 雷 婷

“听说鼎盛皇家灯会运营，特意赶过来看看，好多外
地朋友都打电话问我灯会的情况，我看完后会赶紧给他
们反馈意见，好让更多人能感受这场冬季旅游文化盛
宴。”近日，来自河北省承德市的市民王女士说。

春节期间，作为河北省承德市冬季休闲旅游亮点之
一，备受期待的第三届鼎盛皇家灯会如期而至。与往年
的灯会相比，今年灯会的节目更精彩，娱乐项目更多。“本
届鼎盛皇家灯会注入了新元素，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一场
年味儿十足的文化盛宴。”鼎盛文化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陶然告诉记者。

“色彩鲜艳丛中飞，鳞片雨衣格外美（打一动物）”。
去年的灯会中，猜灯谜活动给市民刘女士留下了深刻印
象。“将灯谜结合赏花灯，变成许多人共同参与的猜谜游
戏。与一般的谜语相比，它更具参与性和趣味性，猜中谜
语的人，可获得奖品。我猜中了好几个呢，有趣又拿奖，
今年还想去试试。”

民俗节目展演方面，高跷秧歌、二贵摔跤、舞龙舞
狮、霸王鞭等具有承德本土特色的节目令游客大饱眼
福。“鼎盛皇家灯会中各式各样的民俗表演，不仅为灯
会增光添彩，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天津一位民俗文
化研究者说。

长江源村位于青海省格尔木市南郊，从 109 国道右
拐便进入村道，近 50 米宽的绿化带后面一片白墙红瓦的
村庄出现在眼前。春节和藏历新年期间，村民插在门口
高处的国旗和院墙内外悬挂着的经幡在湛蓝天空下显得
格外鲜艳。

村委会门口，高亢的锅庄音乐响彻广场，广场上 60
个青年男女跳得热情奔放。康巴汉子索南旦增说自己平
时就特别喜欢跳舞，夏天在山里放牧没有机会跳，现在春
节村里组织演出，他要“好好过把跳舞的瘾”。

社区文化专干永梅告诉记者，“锅庄舞”是在民间传
统节日和藏历新年等庆典时必跳的，她和两位同事总共
给演员们教了 16 个舞蹈。来自格尔木市委宣传部的驻
村干部秦大勇告诉记者，排练的演员是唐古拉山镇 7 个
自然村定居点的牧民，他们冬天到与长江源村相连的定
居点居住，在春节期间排练节目，既能学习汉语，又丰富
了业余文化生活。

村党支部副书记更尕南杰带记者去看在村北头扶贫项
目建的农贸市场，市场内19间铺面已经完工，紧挨着长江
源村是唐古拉镇的7栋农牧民定居楼，据了解，目前居住有
260户，站在高处放眼望去，一个现代社区的雏形已现。

走进两层藏式建筑的村委会办公室，里面挤了满满
一屋子人在学习。秦大勇介绍说，这是在进行湿地和生
态管护员培训，冬天牧民们都集中到居住点了，方便管护
员培训的时间安排。

长江源村是青海海西州唐古拉山乡 7 个自然牧业村
的 128 户无畜户和少畜户，响应国家退牧还草政策，于
2004 年搬迁到格尔木市区新组建的一个村。更尕南杰
说：“搬迁下来后，随着生活环境、气候、交通、医疗、教育
的改善，很多牧民都感觉比以前要好很多，现在村子发展
到 222 户、500 多人。各种生态补偿款和奖补资金，每户
村民能领到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村民们生活有了保
障，现在村里常年在市区和外面打工的人有近 300人。”

承德皇家灯会：

色彩斑斓闪耀塞北名城
本报记者 于 泳

长江源村里舞锅庄
本报记者 石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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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清林摄

左图 2 月 16 日，农户在湖北省保康县种

子公司内购买玉米种。目前，保康县各地陆续

进入春耕备耕阶段，不少农户开始选购种子，为

即将到来的春耕备足农资，以确保今年的春耕

顺利开展。 陈泉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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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的喜庆笼罩着位于鲁西北的高
唐县。高唐县建机产业园内，各个厂门口
都贴着大大的福字，寓意生意兴隆的对联
气势恢宏。这其中，一排红灰相间的厂房
在萧瑟的冬景下格外显眼，这是陈金水的
公司——九虹重工。

“公司是 2011 年成立的，在北京还有
一家兄弟公司，2000 年建的。”一见面，陈
金水就打开了话匣子，“1995 年我就去北
京‘跑铁活’了，当时揣着 500 块钱，从维
修建筑机械做起，积累了一定资金和人脉
后，带着 6个老乡创办了公司。”

“从最初的租赁生意，到后来研发生
产施工升降机、塔式起重机、电动吊篮等
产品，公司慢慢壮大，参与了北京很多重
要工程的建设，如奥林匹克观光塔等。”陈
金水告诉记者。

在北京发展得很好，怎么又回老家建
厂？“当初为了生计出去时，就没想留在北
京，落叶归根，早晚要回家。”陈金水说。
可回高唐后，陈金水的心并未踏实下来。

“受行业形势影响，近几年产品销量直线
下降，利润空间越来越薄。”转型这个问
题，始终萦绕在陈金水的心头，“最近几年
年都没过好，压力大”。

2015 年 8 月，一位北京好友的建议，
让陈金水眼前一亮：“老陈，做立体车库
吧，国家正重点扶持，市场潜力也大。”

在北京做了 9 天调研后，陈金水启动
了项目。短短几个月，生产线就已建成。
二层五车位升降横移立体车库、简易升降
类立体车库、简易升降俯仰式立体车库
⋯⋯介绍着样品间的产品，陈金水兴奋地
告诉记者：“几天前，江苏省盐城市政府发

来函，约我们去谈项目。”
立体车库项目的上线，也鼓舞了公司

上下。几天前的公司年会上，陈金水告诉
大家：“咱终于可以把心沉下来了！至少
未来 5 年，只要把产品和市场做好，就不
会有大问题了。”

离开陈金水的公司，一路向南，就到
了姜店乡西白村白敬华家。村口广场上，
几位老人正练习着打鼓，乡亲们围在边上
看热闹。村子胡同里每隔几米横挂着一
串灯笼，散发着浓浓的年味儿。

白敬华指着孩童中的一个女孩儿说：
“这是我闺女，今年过年最高兴的就是她
了。以前她老说，别人的爸爸都在家，怎
么我爸爸不在？年后我也不走了，一家人
在一起多好！”

白敬华 11 年前去了陈金水北京的公

司打工，从零学起，慢慢成长为一名技术
骨干，按照陈金水的规划，他将被打造成
高级蓝领——工艺工程师。高唐县的立
体车库项目上线后，很缺人手。去年 12
月，白敬华被调回来“挑大梁”。一听说这
个消息，白敬华 80 岁的爷爷笑得合不拢
嘴：“我上岁数了，家里再有点什么事儿
呢，他离家近了，不就更方便嘛！”一直独
自在家照顾老人孩子的白敬华妻子，也感
觉踏实了：“闺女明年就上小学，儿子才一
岁半，他回来了，能多顾顾家里。”

据统计，在高唐县，从事建筑机械行
业的约有 6 万多人。这支队伍发起于上
世纪 70 年代，足迹遍布北京、内蒙古、河
北及东三省等地。经济社会的发展给这
些从业人员带来了转型的考验，更提供了
发展的机遇。

转 型 发 展 路 更 宽
本报记者 杜秀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