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24日23时，在轨道车的轰鸣声
中，身穿橘黄色马甲的工人们将一台台
检测设备和工具抬上车。准备就绪后，
宋辉和工友们像往常一样，等“天窗”点

（列车停止运行，为施工和检修养护预留
的时间）一到，就出发、开始工作。

宋辉是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武威工
务段军马场高铁线路工区的工长，他们团
队承担着兰新高铁上下行140多公里线
路和祁连山隧道群 7 座隧道的养护任
务。其中，大梁隧道海拔3608米，为目前
世界上高铁隧道中海拔最高的隧道，被称
为“世界高铁第一高隧”，也是兰新高铁全
线的咽喉隧道。

由于“天窗”时间安排在零时10分到
6时10分，所以宋辉一天的工作是从凌晨
开始的。在这个时间段工作的，除了线路
工，还有供电、整修等60余位职工。

“高铁的线路养护特别严格，就像一
台精密的仪器，要求做到零误差。”零时
10分，轨道车接到指令准时出发后，负责
带队的张掖西高铁线路车间党总支书记
魏正行告诉记者，高铁线路在列车运行
一段时间后会出现肉眼无法观测到的毫
米级变化。一般来说，这种变化不会危

及行车安全，但会影响乘车舒适度。为
此，每个月动检车在线路上都会行驶至
少两趟，形成波状分析图；然后由线路工
根据波状图的变化，用轨道测量仪检测
具体路段的数据，形成动道方案，再通过
调整线路扣件系统完成养护。

凌晨 1 时 20 分，轨道车停在大梁隧
道口，打开车门，顿时被一股寒气裹住全
身。宋辉一边指挥工友们抬测量设备下
车，一边开玩笑说，“我们工区只有两个
季节：冬季和大约在冬季。因为这里高
寒缺氧，年平均气温零下5摄氏度，即使
夏天作业，晚上也要穿棉衣”。

下了车，宋辉小组5人分头行动：年
龄最小的赵以明操作测量小车，宋辉负
责全站仪，另外两人在轨道两旁的隧道
壁安装棱镜，年龄最大的闫国宏在隧道
口做防护员。

在现场指挥作业的张掖西高铁线路车
间副主任刘占刚告诉记者，全站仪和8个点
的棱镜形成一张控制网，测量小车则通过在
轨道上行进采集数据，由电脑程序进行比
对，“根据之前动检车的波状图，今晚我们负
责检查大梁隧道内100米左右的线路，150
多根轨枕要一根一根去测，两根轨枕之间的

水平高低误差不超过2毫米才算合格”。
宋辉和工友们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检测，但记者的“装备”却被海拔3600多
米的严寒“缴了械”：由于气温太低，中性
笔已经写不出字；用手机录音，一会儿就
自动关机了。“有时设备电池也会因气温
太低而罢工，我们会把电池取下来揣在
怀里暖暖。”宋辉告诉记者。

在宋辉他们作业点前往两公里处，
张掖西高铁线路车间主任尚潍正在带领
19 名整修工人开展精调作业。记者看
到，在寒冬里，工人们用手刨开轨道两侧
的积雪，松开扣件后，根据方案标明的数
据，通过更换轨道下的垫板厚度，来调整
轨道之间的水平高低误差。

“标‘-1’，就是把垫板厚度减少1毫米，
将厚度6毫米垫板更换为5毫米。”在施工灯
光照射下，尚潍边操作边告诉记者。“虽然现
在已是接近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但能让
旅客们坐上平稳舒适的列车，我们的辛苦就
值得。”眼里布满血丝的尚潍说道。

4时50分左右，现场的精调点全部处
理完，工人们上了暖意融融的轨道车。车
窗外，白雪覆盖的祁连山在月光的照耀下
恢复了宁静。

1 月 26 日上午，正在河北省张家口
崇礼区气象局驻训的预报员刘华悦接
到紧急通知，队友张宇在崇礼雪场进行
野外观测时，被观测仪器砸伤，不得不
前往医院检查治疗，接下来的观测任务
需要他顶上。“其实张宇前两天就被砸

伤了，可他一直忍着，带伤坚持工作。”
刘华悦说。

这两年，在崇礼冬训的不止有运动
员，还有气象预报员。2022 年北京冬奥
会将在北京、张家口举行。这届冬奥会也
将是设项最多的一届，共有109个小项。

其中，冰上项目占比约30%，雪上项目约
占70%。张家口崇礼赛区承担了大多数
的室外雪上项目。

“气象条件是冬奥成功举办的一个关
键因素。”河北省气象台副台长王宗敏说，
尤其是在室外举办的雪上运动项目，受气
象条件制约较大，风速风力、气温雪温等
都有可能影响赛事安排、运动员成绩和人
身安全。不仅如此，与往届冬奥会举办地
的海洋性气候不同，这也是首次在大陆性
季风气候城市举办冬奥会。张家口市气
象台副台长郭宏坦言，气象服务与保障难
度较往届只增不减。

在2018 年年初，第一批河北赛区气
象预报服务团队就进入崇礼开展实战训
练，如今团队已扩充至36人。他们都是
来自国家气象中心及河北、黑龙江、吉林、
内蒙古等地的中青年气象预报技术骨干。

1月6日至3月18日，河北赛区2019
年冬训紧锣密鼓地开展。团队每12人分
成红黄白 3 支队伍，每 12 天在河北省气
象台（石家庄）、张家口市气象局和崇礼区
气象局3个驻地进行转场训练。

“山连山，连绵不断。沟套沟，其数无
穷。”这是当地人口中的崇礼。除了极其复
杂的地形条件外，崇礼周边地区均为半干

旱区，崇礼却属于半湿润区，独特的地理位
置造成了当地特殊的“小气候”，低温、大风
等恶劣天气每天都在这里上演……

在崇礼区云顶雪场，身着防寒服、戴
着雪镜和防风口罩的红队成员姬雪帅正
用红外测温仪测量雪温后记录下数据。
紧接着，他还要和队友用手持气象测量仪
测量风速、气温、相对湿度等多个项目。

“各个赛道的不同位置都要测，为的是熟
悉赛场气象环境，积累数据和经验不断完
善天气预报产品。每次上山观测四五个
小时，行走将近两万步。”姬雪帅说。

“崇礼的山路很特别，石头连着松软
的土，间杂生长着灌木杂草，有时候一趟
山路走下来，鞋子都烂了。手拿着测量仪
器没几秒钟就冻僵了，但我们必须坚持
住。”高强度的工作让刘华悦倍感压力，临
近春节，家在石家庄的他还没心思考虑回
家过年的事。

如今，这支气象预报服务团队已正式
开始为29个赛区站点提供天气预报；面
向气象服务保障科技攻关需求，河北省气
象局已建成赛区高影响天气个例库，正在
开展赛区预报指标体系研建工作。这些
都让我们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有了更
多信心和底气。

冬 奥 雪 场“ 风 云 守 望 者 ”
——走近2022年北京冬奥会气象预报服务团队

本报记者 郭静原

日前，记者来到位于北京东五环化工桥北侧的一个
建筑工地，映入眼帘的是一幢幢整齐的公租房。临近
春节，工地上还有部分工人在忙碌。钢筋绑扎工张树
彬已经买好回内蒙古赤峰的火车票。他告诉记者，“工
地这几天发工资，辛苦一年，钱拿到手就能安心回家过
年了”。

想着很快就能跟家人团聚，张树彬心情不错，他说，
“来北京打工两年多，孩子在老家上学，成绩不错。家里
的主要花销是孩子的各种教育支出”。他对自己的工作
挺满意，工资每到月底就能按时发。

在工地上负责看图放线的电工李鑫垚是河北保定
人，来北京打工已经13年。李鑫告诉记者，“往年在别的
工地遇到过拖欠工资的情况，拖欠半年不发的时候都
有。但到了现在这个工地，工资每月都及时发到卡上”。

以往，农民工工资大都由劳务公司发放，但如果劳务
公司没有及时收到分包商的工程款，就可能发不出钱。
这个工地的项目负责人城乡集团执行经理曹树柏告诉记
者，“工地的农民工最多时有800多人。为了让他们都能
按时拿到劳务费，公司与建设银行北京分行进行合作。
以往由劳务公司发的工资，现在由银行直接打到农民工
兄弟的卡里”。

“通过金融工具创新，可以让每一位农民工都能拿到
劳务费。”建行北京分行公司部副总经理高博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介绍，建行推出了“民工惠”产品，用金融工具帮助
解决农民工兄弟的欠薪问题。“由银行开立工资保函、发
放工资，取代了承包方缴纳的工资保证金，避免出现‘承
包方卷款、农民工血本无归’的风险。”高博介绍，此前在
保证金制度下，承包方一旦失信，发包方可随意挪用保证
金，监管部门也难以控制，而现在则从根本上杜绝了这一
现象。

建行公司业务部网络及供应链业务处王琳琳说，以
总包方应付账款保障分包方发放工资的资金来源，以代
发工资专户对分包方发放路径全程监管，还能够确保承
包后各阶段资金正常流转。据介绍，目前建行北京分行
已为 76 家施工企业、近 13 万农民工开立了 10361 万元
的工资支付保函，通过“民工惠”产品为劳务公司发放贷
款6.7亿元。

近日，在海拔 1000 多米的贵州省余
庆县白泥镇迎春村大坪村民组的核桃基
地，来自该县各乡镇的30多名核桃种植户
一字排开，等候一位核桃专家。

“来了！”站在田埂上的村民们指着从
山脚走来的一群人，其中一位身穿红色羽
绒服的中年男子，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客
人——贵州大学农学院核桃研究专家潘学
军教授。

“听说大家的核桃树栽了5年多，有些
果树不结果，今天我们特意邀请了潘教授，
现场给大家的果树把脉问诊，大家欢迎。”
陪同的余庆县委副书记刘军简短的介绍话
音刚落，村民就围了上来。

“核桃树品种很多，比如大家常说的早
实核桃和晚实核桃。即使栽在同一亩地、
相隔不到5米远的两棵核桃树，挂果的时
间都有可能不一样。”潘教授开门见山
说道。

苗木嫁接、疏花疏果、病虫害防治……
近3个小时的现场教学，潘教授“手把手”
向前来学艺的干部群众“传经送宝”，讲解
到关键环节、重点内容时，还询问村民是否
听懂、是否掌握。潘教授还现场教授村民
如何科学剪枝拉枝。

近年来，余庆县大力开展农业专家精
准服务脱贫攻坚、院士专家余庆行等活动，
将科技特派员、农业专家、专业技术人才精
准选派到产业链上，采取田间课堂、网络教
学、现场答疑等方式，零距离开展技术培
训、指导和咨询活动。目前，余庆县建立
80 名产业扶贫技术专家库，遴选 26 名产
业扶贫技术专家到11个贫困村开展农业
技术服务，培训群众3000多人次。

听了专家讲解，迎春村果农杨再伦感
觉茅塞顿开，“之前栽种的核桃树要么不结
果，要么果实个头小，产量不高，根源是技
术跟不上。今后还是要多学专业知识，科
学管理果园，提高核桃产量和品质”。

核桃专家来咱村
本报记者 吴秉泽 王新伟

春节临近，记者在安徽
省岳西县天堂镇东山村的岳
西助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见
到这样一沓《无偿提供仔母
猪扶残助残》协议书：薄薄一
张 A4 纸，不足 400 字，实际
内 容 只 有 4 项 ，甲 方 责 任 3
条，无偿提供仔母猪、跟踪服
务、承担疫病风险并补偿饲
料人工损失，乙方责任只有 1
条，不得转卖或阉割母猪，确
保繁育生殖。

乙方是岳西县的低保残
疾人。从 2007 年至今，全县
200多户残疾人已经签署上述
协议，领养 1550 头仔猪或母
猪，每户实现增收6000元至1
万元。

农业开发公司负责人名
叫储昭华，年轻时由于一次
事故，失去了一双手和一只
眼。但他坚信：别人能做的
自己也能做；自己能过好不
够，还要带领大家一起过好
日 子 。 从 酿 酒 作 坊 开 始 起
步，养猪场、养鸡场、养兔场
……一个个项目先后开办起
来，公司吸收数十名残疾人
就业，并辐射带动 150 名残
疾人创业。

“ 效 益 怎 么 样 ？”记 者
问。“不错！酿酒 20 吨，养猪
300 多头、鸡鸭 1 万多只、种
兔上百只，年收入超过百万
元。”穿着工作服的储昭华向我们走来，脸上满是
笑容。

“春节过后，我们的护理中心就可以为50位老年残
疾人提供养老护理服务了。”储昭华告诉记者，他的梦想
就是开办一个“残疾人之家”。

安徽省亿嘉弘电器有限公司的老板储运河也有同
样的愿望。岳西县响肠镇 44 岁的王三朋双腿先天不
能行走，全家的生计很成问题。储运河听说后，专门
登门招工，请了师傅手把手传授技艺。如今王三朋已
经是生产线上的骨干，平均月工资有 2000 多元。

在生产线上，记者见到正在工作的王三朋。他告诉
记者，公司每天有专人给行动不方便的员工打水打饭。
不论订单多忙，残疾员工都可以自愿选择是否加班，管理
很人性化。

在亿嘉弘公司，像王三朋这样的残疾职工有18人。
记者问储运河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回答道：“我是名退伍
军人，带领家乡父老致富是我的责任。我愿意用更多的
残疾员工，让亿嘉弘成为‘温暖的大家庭’”。

返乡创业的王泽汉在位于大山深处的菖蒲镇沿河村
开办海创饰品有限公司，65 名员工中 15 人有不同程度
的残疾。“他们没有成为公司的负担，工作都很勤劳踏实，
厂里愿意为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让他们安心在这里长
期工作。”王泽汉说。

在岳西县，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岳西位于皖西南
边陲，是大别山区和安徽省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
的县之一，残疾人口的贫困发生率更高，达到 57.49%。
岳西县千方百计探索农村贫困残疾人脱贫致富路子，
推动实施各类项目，帮助他们早日脱贫。截至 2018 年
底，岳西县实现6768名残疾人脱贫，占全部残疾贫困人
口的92.37%。该县的“残疾人之家”“残疾人工作站”还
在安徽省率先实现全覆盖，能够提供日间照料、就业指
导、技能培训、康复等综合服务。

岳西县残联理事长刘国忠告诉记者：“目前岳西还有
497 户559名残疾人没有脱贫，他们全都纳入了脱贫帮
扶计划，到2020年一定能如期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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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创新破解欠薪难题——

让农民工安心过年
本报记者 陆 敏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武威工务段军马
场高铁线路工区的工人在操作设备，对兰
新高铁大梁隧道内的线路设施进行检测。

本报记者 陈发明摄

上图 在重庆市沙坪坝区回龙坝镇
日前举办的 2019 年迎春演出活动中，文
艺爱好者和非遗传承人为群众表演了川
剧《变脸》《穆桂英挂帅》、舞蹈《情满成昆》
等节目,为观众送上新春文化盛宴。

孙凯芳摄（中经视觉）

右图 江西乐平市文联、书协等单
位近日开展“迎新春、送春联”活动，组织
书法家写春联，把新春祝福送给广大市
民。图为活动现场孩子们在展示获赠春
联。 丁 玲摄（中经视觉）

文 化 进 万 家

姬雪帅（左）和队友们搭起支架，用红外测温仪测量雪温。 本报记者 郭静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