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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道春运不再难
本报记者 雷 婷

（上接第一版）

告别2800米，享受新村好时光

松山镇是天祝县19个乡镇中唯一不
在祁连山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的乡镇，松山
滩也是全县最大的一片地势平坦区域。

傍晚时分，松山滩一起风，气温骤
降。记者带着一身寒气走进祥瑞新村藏
族群众刘智才家里，看不见生火炉子，但
是房间内暖意融融。老刘告诉记者，家里
烧着“土暖气”，用一个家用型小锅炉就能
满足所有房间的供暖。

“我们村离县城和乡上都远，以前办年
货，要开着农用三轮车去古浪县的干城乡
买东西，来回一趟就得一整天。”自从搬到
祥瑞新村的移民点，刘智才再也没有为办
年货操过心，现在一个电话，村里的粮油店
和肉店就把年货送到了家门口。

“移民点的学校、卫生室、广场啥都
有，自来水也通到了家里，离县城只有20
来分钟的车程，去哪里都方便。”刘智才老
家在东大滩乡华朗村，出门就是森林，离
县城有 80 多公里，每天只有一趟班车。
以前最让刘智才头疼的是吃水，人在山上
住，水在山下流，挑一担水要爬半个小时
的山路。2014年南阳山片下山入川生态
移民小康供水工程建成通水后，解决了项
目区现有 2 万人及 3 万生态移民的生活
用水、10万亩设施农牧业生产用水和5.7
万亩饲草地灌溉用水。

去年，在当地政府的补贴下，刘智才

在村里的养殖区分到了一座养殖暖棚，买
回来 40 只母羊，过完年就陆续产羔了。
朴实的老刘嘿嘿一笑，“明年你再来，我的
羊群就能扩大一倍，收入也不用发愁了”。

晚上8点多，虽然是小年夜，但是在祥
瑞新村社区会议室里，10来名忙完家务的
妇女已经聚到一起排练舞蹈，准备过年的
时候为乡亲们表演。

“以前在老家安远镇白塔村的时候，
我也当过村组干部，那时候工作少。现
在虽然压力大，但越干越有劲。”祥瑞新
村社区党支部书记朱国富也是移民，村
里的产业、党建、卫生等大事小情件件都
得操心，最让他费心思的是移民的融合
问题，“大家来自不同的山区村，平时很
少来往，只有心往一处想，干劲才能往一
处使”。

朱国富跟两委班子成员一商量，决定
过年期间把村里的文化活动搞起来，搭个
平台，让村民们多多交流。“除夕夜，村里
的汉族和藏族群众一起在广场上跳锅庄
舞。”老朱告诉记者，正月初一，村里除了
有村民们唱歌跳舞的表演，还安排了篮球
赛、拔河、下象棋比赛。“现在有这条件了，
才能组织起来。以前在山上，连块平地方
都没有，去哪里跳舞？”

山里的羊倌变身种菇高手

一身旧棉衣，脚上的黄胶鞋沾满了
泥土，如果不开口说话，从菌棒填装车间
出来的郑金云会被当做一个当地的务

工者。
“移民们才是我老板，我给大家打

工。”一见面，一口南方口音的郑金云就跟
记者开了个玩笑。他是天祝县天沪菌业
种植合作社的老板，来自福建的他已经在
天祝做了10年生意。合作社就在德吉新
村，车间里的生产线上，十几名村民在熟
练地填装菌棒。

郑金云告诉记者，他的合作社为移民
点的村民们提供菌棒和技术指导，并回收
村民们种出的香菇。“我提供全程服务，大
家把菌棒领回去放到各自的暖棚里，只需
要采摘交售就行，闲了还可以在我这里干
活，每年光工资我就发出去 100 多万元，
你说移民们是不是我老板？”

2015 年，在移民点稳定下来后，付
生财由移民指挥部牵线搭桥，一边在郑
金云的棚里学种菇技术，一边在自家的
暖棚里搞试种。几年下来，曾经的山区

“羊倌”付生财已经成为移民新村里种蘑
菇的高手。

“去年 7 月份在棚里放了 3000 根菌
棒，到天冷的时候已经收了三茬香菇。”这
几天棚里温度低，不产香菇，付生财就在
郑金云的车间里填装菌棒务工。“等到过
完年天热起来，我的棚里还能收两茬香
菇，这一季下来能有2万元的收入。”

在松山滩的移民点，像付生财一样靠
着跟合作社签合同种香菇挣钱的村民有
400多户。他们的暖棚本来是移民点配套
的养殖暖棚，近两年养羊行情不太好，在
县上技术人员指导下，大家用政府的补贴

资金将养羊棚改造成了种蘑菇的暖棚，平
时闲了在合作社务工，也是一笔不小的
收入。

除了种蘑菇，松山滩的海拔、气候条
件成为发展藜麦种植产业的绝佳区域。
根据移民搬迁的安置办法，天祝县为松山
滩生态移民按照人均 1.5 亩的标准分配
了耕地，但是整理出来没多久的土地还是
生地，长不了庄稼，只能种草。去年5月，
一家企业在移民点流转了 5000 亩土地
试种藜麦获得成功，也让移民们看到了新
的产业希望。

“藜麦刚长出来的时候，我们听说是
个新庄稼，都来看热闹。”祥瑞新村的杨文
成老家在东大滩乡的边坡沟村，以前只见
过小麦、玉米和豆子，看到藜麦后大失所
望，“这不就是我们地里长的杂草灰条吗，
咋还成了粮食呢？”

几个月后，看着藜麦长得有人高，挂
满了沉甸甸的穗子，杨文成和乡亲们才相
信这不是草。经过测产，这家企业种的
5000 亩藜麦平均亩产达到了 150 公斤，
总产值600万元。

记者了解到，今年天祝县将在全县试
种 3 万亩藜麦，其中松山滩移民区 2 万
亩，并按照每亩400元的标准对农户进行
补贴。“我家 9 亩地今年打算全部种上藜
麦，反正地里长草也是长，长藜麦还能卖
钱，麦秆也能喂羊。”杨文成感慨地说，从
山里搬出来后才发现外面挣钱的门路
多，“有政府帮衬着，只要自己肯吃苦奋
斗，脱贫是迟早的事！”

姚树玲2013年退休前是石家庄客运段一名餐车长，
而女儿高敏现在是石家庄客运段一名高铁列车长。由于
母女二人是同行，高敏常和母亲聊工作上的事。2017年
12 月，西成高铁开通前，高敏兴奋地告诉妈妈：“要开通
到成都的高铁了，以后从北京到成都不到8个小时，一天
一个来回。”在铁路干了一辈子的姚树玲不禁感叹：“真想
看看这一天往返是怎么实现的。”因为姚树玲清楚地记
得，自己刚参加工作时，从北京到成都的列车在山里一圈
一圈地绕着山走，往返 4000 多公里的路程，需要 6个昼
夜，怎么就能成功实现一天往返呢？

母亲不经意间的一句话，却让女儿记在了心里。高
敏决定，送母亲一张2月10日自己值乘的到成都的高铁
车票，陪着在火车上干了一辈子却从未坐过高铁的母亲
在生日前感受一下高铁速度。

2 月 10 日，G89 次高铁 8 点 02 分从石家庄站出发。
一开车，姚树玲就一直盯着车厢显示屏看，“200km/h，
220km/h，235km/h，247km/h”，姚树玲用手机拍下一
个个列车时速数字，并发到了朋友圈，随之而来的是老同
事们的一个个点赞。

“今天是腊月廿五，虽然临近春节，但在列车上根本
感觉不到这是春运。”姚树玲和女儿高敏讲起她的一次蜀
道春运。1982年的春运，是姚树玲在北京—成都的 189
次列车上的第一个春运。“那时候，列车里人多，大包小包
也多，人挨人、包挨包，超员是常有的事。”姚树玲清楚地
记得，当年因为人多，在车厢里走路都特别困难，更别说
推着售饭车供应盒饭了。她们只能把盒饭装进筐子里，
利用列车在站台停车的短短几分钟，把装满盒饭的筐子
抬到每节车厢。

高敏指着车厢说：“现在列车不超员，通道很好走，大
包也不多，车厢宽敞明亮，空调恒温。2月 8日还更换成
了复兴号，座位下面有 USB 接口，列车上还有 WiFi，旅
客都说好，餐车也不再有厨房，列车上的餐食有后勤冷链
供应。”一边听着女儿如数家珍般地介绍，姚树玲一边感
叹：“真不一样了！”

为外国志愿者点赞
郑州东站值班站长 王 浩

今年春运期间，我们车站来了几位外籍志愿

者。起初，看着这些皮肤黝黑的朋友，我还真有点怀

疑他们能在春运里帮上什么忙。但几天下来，我的

看法发生了改变。

“你看，在这里有显示，往那边走。”上午10点，Mal-

ama正用简短的中文为旅客服务。Malama是我今天的

搭档，一起在服务台为旅客解疑释惑。他来自赞比亚，

是一名留学生，今年是他到中国的第二年。今年，他决

定不再只用看的方式去感受中国文化，而是想切身体验

一把中国文化，所以他选择成为一名春运志愿者。

车站每天都会有许多外籍旅客乘车。今天下午

就有几位墨西哥旅客来乘车，因为语言不通，客运员

带着他们来到了服务台，这也把我难住了。找来

Malama当翻译，告诉他们候车区、检票口等信息，终

于圆满完成了这个工作。

Malama说他喜欢中国，喜欢春运。他能感到每个

人都因回家变得格外开心。旅客手上提满了各式各样

的年货，整个车站里充满着年味，这就是中国的文化。

提示：郑州东站设置了15台铁路云服务终端，
为旅客提供智能化服务。

（本报记者 齐 慧整理整理）

本报讯 记者白海星、通讯员陈昌奉报道：2月9日
上午，安徽省祁门县闪里镇文堂村永锡堂内人声鼎沸，锣
鼓喧天。祠堂门口贴着红字写的《文堂乡约》——“孝敬
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
为”。国家非遗项目——徽州祠祭传承人陈小民、陈龙斌
正带着身着古装的礼生严格按照古法，在唢呐声中祭拜
天地和祖先。

这是文堂村春节期间开展的文化活动之一，此外还
有儿童背诵家训、文堂好媳妇表彰等活动。该村希望通
过这些活动，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和推进乡村振兴结合
起来，让全村群众过一个有意义的新年。

文堂村始建于宋代，明隆庆六年（1572 年），为解决
村里“迩来人繁约解，俗渐浇漓”的现状，村里制定了《文
堂乡约》，内容主要包括拜祭祖先、对长上有礼、邻里纠纷
处置等内容。

在村民的共同遵守下，《文堂乡约》一直延续至今，不
仅使村里始终保持着青山绿水的美丽风貌，也使乡风一
直文明，“尊老爱幼、邻里互帮、路不拾遗……”闪里镇司
法所所长朱佩剑说。

2017 年，文堂村借助被列入省级“美丽乡村”的机
会，投入300多万元改善基础设施，对村庄环境进行了全
面整治。党的十九大之后，为延续乡约传统，推进乡村振
兴，村里对乡约进行了修订，增加了“热爱祖国、廉洁奉
公、遵纪守法、长讲道德、修桥补路、文明出行”等内容。

“文堂乡约既是优秀传统文化，也是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体现。近年来，我县开展了‘我的家风家训’
征文、‘团圆桌上话家风’等活动，大力弘扬优秀家风家
训，助力实现乡风文明。”中共祁门县委常委、宣传部长
叶学军说。

安徽祁门文堂：

乡约文化推进乡村振兴

在乌兹别克斯坦吉扎克工业园区内，由中国明源丝
路（天津）实业有限公司投建的玻璃制造与深加工项目一
期的两条压延玻璃生产线，于 2018年春节前夕成功“点
火”。明源丝路（天津）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倩表示，

“由于玻璃生产线需要24小时、全年不停机运转，所以今
年春节我们50多名中方员工将驻守在项目现场”。

大年三十晚上，明源丝路玻璃项目驻地年味十足，员
工们端上冒着热气的饺子。此刻，他们暂时放下紧张的
工作，尽享这份难得的轻松。员工们纷纷亮出自己的拿
手才艺助兴，引得大家掌声连连。乌方员工也加入到迎

新春的行列，亲身体验中国过大年的传统习俗，能歌善舞
的他们也奉献了精彩的民族舞蹈，为这顿海外中式年夜
饭添加了异域风情。

张倩通过视频软件与国内的家人“隔屏”表达深深的
思念。她说：“在海外过的年对我们而言意义非凡，因为再
过几天我们的生产线就要出产首批玻璃了！”谈到新年愿
景，张倩满怀信心地说，“2018年的主要目标是确保两条
生产线顺利投产并稳定运营，在满足乌兹别克斯坦本土市
场需求的同时，将产品出口至周边国家。同时，加快推动
浮法玻璃生产线落地”。

农历腊月三十，正值祖国阖家团圆、共庆新春佳节之
际，中国电建核电公司沙特吉赞项目施工现场，仍然一派热
火朝天，近1500名员工在新年到来之际坚守岗位，度过了
一个意义特别的“中国年”。

中国电建核电公司沙特吉赞项目是目前全球最大的
在建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电站，为保障项目高质量按期
完工，电建员工一直以饱满的热情坚守在工作一线。已
在吉赞工地度过两个春节的武国振，今年继续坚守岗
位；已来到工地近 6 个月的武小廷放弃了回家休假的机
会；索桂宇去年就在项目部度过了一个春节，今年，他再

次推迟了回家的行程……
吉赞项目部在春节期间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受

到了中外员工的热烈欢迎，尤其是包饺子活动，更是引起
了许多外籍员工的强烈兴趣。项目组印度籍员工索马亚
已在电建核电公司工作 8 年，在这 8 年中，他从一个“扛
箱背包”的跟班级测量员逐渐成长为合格的综合性管理
人才。作为一名外籍“老电建”，他骄傲地说，“我已经在
3个工地上度过7个中国春节了。现在，即将迎来第8个
春节。在电建核电公司，我结识了很多中国朋友，更找到
了一种归属感和自豪感。”春节前夕，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大楼里响起了声

声祝福、阵阵掌声，一派温馨祥和的气氛。该行外派
员工及家属 70 余人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共庆新春
佳节。

中行新加坡分行行长邱智坤表示，外派员工远离
家乡，辛勤工作，在推动分行健康发展中发挥了中流砥
柱作用，感谢外派员工，也感谢外派员工的家属长期以
来的支持和奉献。全体外派员工和家属要再接再厉，
不断提升凝聚力，为建设新时代全球一流银行开好局，
起好步。

联欢会上，员工和家属们载歌载舞。他们精心准
备的团体舞、家庭舞、乐器合奏、跆拳道、京剧、方言诗
朗诵等节目引得阵阵欢声笑语。

在农历新年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中国银行新加坡
分行还准备了广受员工和当地民众喜爱的传统舞狮
表演，随着锣鼓响起，瑞狮起舞，分行10名优秀员工代
表完成点睛仪式，将祝福送给全体中行人和当地民众。

今年的除夕，对于中国南方航空越南河内办事处
的刘鹏而言很特殊，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远离家乡，独自
在海外过春节。按照惯例，办事处为除夕在河内的机
组和办事处工作人员准备了年夜饭。刘鹏说，因为越
南也过春节，所以街上绝大部分商店和餐厅都提前关
门了，这一桌年夜饭可是好不容易“凑”出来的。

随着“一带一路”和“两廊一圈”对接不断深化，中越人
员往来人数不断攀升，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将越南作为春
节出境游的选择地。因此，春节期间比平时更加忙碌。

同样在河内回不了家的还有南航 CZ372机组，他
们要为正月初一一大早的航班做准备。机长徐琨说，
自2004年参加工作以来，几乎多半的除夕都是在外度
过的，即使能回家过年，到家时也已接近午夜。

即便如此，“一群不回家的人把回家过年的人送到
目的地，心里也是很暖的。”刘鹏和徐琨这样说。

欧珀手机、联想电脑等是在印尼家喻户晓的中国
品牌，越是逢年过节越是生意红火。因此，这些企业的
中方负责人和中高层管理人员，今年春节继续留守印
尼。格力电器（印尼）总经理文侃告诉记者，公司管理
层不少人连续几年的春节都奋战在一线，“看到印尼消
费者对中国品牌产品的热衷和信任，我们很感动，大家
都将浓浓的思乡情转化为更好融入市场、融入当地的
不竭动力”。

与此同时，为了让中方员工和家属在印尼欢度春
节，也让印尼合作方感受到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魅力，
欧珀（印尼）牵头阿里巴巴、格力电器、雷氏照明等中资
企业，热热闹闹地举办了一场“雅加达迎新春年夜
饭”。大家开开心心吃美食、聊家常、做游戏、看烟火，
肩并肩、手拉手歌唱伟大祖国、憧憬美好未来。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中国员工已经在印尼有了第二
代，孩子们拿到印尼叔叔阿姨给的红包格外开心，让人感
觉中国和印尼间有一种天然的文化相近、民心相通。

2015 年 10 月开通的北京—约翰内斯堡航线，是国
航迄今为止开辟的最远直航航线，航程 1.2 万公里，横
跨六个时区、两个大洋。工作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坦博
国际机场的国航工作人员不仅要协助旅客登机，还要
为客机清洗机身、排查故障、补充饮用水和燃油，每天
凌晨 4点就开始上岗。

今年春运开始之后，国航南非的工作人员更加忙碌。
为了让旅居南非的华人华侨尽快回家与家人团聚，他们全

力以赴保障春运。同时，为了方便节日期间来南非度假的
国内游客，国航还积极协助中国驻南非使领馆在航班上投
放“平安南非”宣传页，帮助他们了解南非，平安出行。

“越是临近春节，越是我们忙碌的时候。”国航南非
营业部总经理刘光宇说，“希望新的一年里，约翰内斯
堡营业部的同事们身体健康，吉祥如意；也希望中国国
航架起的这座空中桥梁，能够更好地服务中南经贸人
文往来，推动两国合作飞得更高更远”。

春节期间，多家中资机构员工坚守岗位——

家虽远 心很近 年味浓

思乡情浓干劲足
本报驻雅加达记者 田 原

新年又有新目标
本报驻塔什干记者 李遥远

服务保障“跨洋春运”
本报驻比勒陀利亚记者 蔡 淳

在工地过个“劳动年”
本报驻利雅得记者 宋博奇

将祝福送到南洋
本报驻新加坡记者 刘 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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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春节·赫尔辛

基庙会”15 日在

芬兰首都赫尔辛

基 举 行 。 12 年

来，芬兰举行的

“欢乐春节”系列

活动已从最初的

文艺演出拓宽至

非遗保护、旅游

体验、创新创业

等方面。

新华社记者
马蒂·马蒂凯

宁摄

海外过年心很暖
本报驻河内记者 崔玮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