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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经济

日 报 甘 肃 记 者 站 副

站 长 陈 发 明（右 一）

在 兰 州 新 区 西 岔 园

区 新 康 村 慰 问 演 出

现场采访搬迁村民。

李定慧摄

讲好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故事
——经济日报“新春走基层”活动回眸

从内蒙古严寒的新响沙湾隧道到

海南炎热的南繁育种基地，从新疆戈壁

深处的水利建设现场到天津轨交产业

园的生产车间，从青山如黛的广西北景

镇到喜迁新居的甘肃兰州新康村⋯⋯

自 1 月 6 日“新春走基层”报道活动启动

以来，经济日报 80 多名记者奔赴祖国

各地，践行“四力”，深入一线采访。他

们用心观察、用情感受，推出一大批“沾

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新闻报道，

努力讲好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故事，展

示昂扬向上、拼搏进取、充满活力的美

丽中国。

展现经济发展强劲动力

这个春天充满希望，中国经济企稳

回升的积极因素在不断汇聚，各地经济

复苏纷纷按下“快进键”。本报“新春走

基层”报道连续推出 10 篇蹲点笔记，充

分展现各地发展亮点，强信心、鼓干劲、

暖人心。

在海南省三亚市南繁育种基地，记

者潘世鹏与这群来自天南海北的农业

科技工作者一起，在田间地头欢度新

春。中国农业大学的杨小红教授说，希

望通过不间断的研究，为玉米种业多作

一点贡献。潘世鹏用笔和镜头，讲述他

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默默耕耘的

感人故事。

随着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

振兴的推进，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加快

“老字号”企业升级改造，记者温济聪记

录下这里热火朝天的变化；在戈壁深处

的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记者马呈

忠见证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们努

力创造世界水利工程建设的新纪录；在

天津市武清区，记者周琳走访了多家轨

道交通高端装备制造企业，感受员工们

对发展的强烈信心。

描绘安居乐业幸福图景

在“新春走基层”报道中，最打动人

心的是人们安居乐业的幸福图景。

腊月廿九，在甘肃省兰州新区西岔

园区新康村，村民们穿着鲜艳的节日盛

装跳起锅庄舞。村民刘永成告诉记者

陈发明，“现在的好日子，正是当年想要

的”；冬天的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北景

镇，青山如黛、碧波万顷，“水韵北景 渔

乐无穷”的特色渔旅小镇品牌已经打

响。记者童政感觉春天已经提前来到

这个水乡。

山东省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大场镇

营楼村的农田里，一片片绿油油的冬小

麦长势喜人。营楼村党委书记赵记茂

告诉记者刘成，通过合作社规模化经

营，实现了农业增效和农民、村集体经

济双增收；黑龙江省尚志市珍珠山乡润

泽菌业公司黑木耳菌包车间，已经实现

了智能化生产。村民付中秋告诉记者

纪文慧，“现在种木耳‘靠天吃饭’的日

子翻篇儿了”。

今年“新春走基层”报道中，经济日

报加大了融媒体报道力度，推出系列短

视频。人头攒动的哈尔滨火车站、货运

繁忙的霍尔果斯口岸、火树银花的西安

大唐不夜城⋯⋯记者们用一个个现场

感十足的画面，传递全国各地欢度春节

的烟火气和文化味。

记录脚踏实地奋斗精神

今年“新春走基层”报道中，我们把

更多的目光投向那些坚守一线、默默奉

献的普通人。

凌晨的新响沙湾隧道外，寒风凛

冽，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

包头供电段响沙湾供电车间的接触网

工人们正在紧张检修。副工长燕强告

诉记者余健，“打冰小组”要在凌晨 1 时

到 3 时，把 3 公里隧道内的所有冰凌敲

碎，确保冬煤春运的火车安全运行。

海拔 3600 米的西藏拉萨贡嘎国际

机场，记者代玲记录下这群坚守岗位

的民航空管人，发扬“特别能吃苦、特

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

特 别 能 奉 献 ”的“ 老 西 藏 ”精 神 ，护 航

“空中天路”。

河南省禹州市方岗镇刘岗村卫生

室的药品架上，退烧药、感冒药等一应

俱全。村医刘战伟告诉记者夏先清，我

们要扎实做好农村防疫工作，特别在预

防 重 症 、及 时 治 疗 等 方 面 多 发 力 、多

宣传。

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我们将始终

把根扎进基层，始终把群众放在心中，

继续采写更多来自基层一线的新闻作

品，讲述更多令人振奋的中国故事。

艰苦作业保春运
本报记者 马维维

1月20日，“四九”第三天，早晨6点，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佳木斯机

务段燃整班组工长孙鹏提前来到单位，

换好工服，开始为一天的卸油工作做

准备。

自春运以来，黑龙江佳木斯的返乡

和冰雪旅游客流量显著提升，为满足旅

客的出行需求，哈铁增开多趟列车，佳

木斯机务段的机车燃油用量也比往年

多了三分之一。

孙鹏所在的班组主要负责内燃机

车的燃油转储和加注工作，他不仅是一

名工长，同时也是一名质检员，所以每

辆待卸的油罐车和所有的输油管路都

需要他逐一进行检测。

“现在我们一天就要消耗 100 多吨

柴油，相当于 3 个油罐车的量。这才不

到三天，这 3 个储油罐就快空了，早点

来，我们就能早点开工。”孙鹏一边拿着

油质检测工具向油罐车走，一边向记者

介绍。

跟随孙鹏登上 3.5 米高的卸油架，

四周没有任何遮挡物，凛冽的寒风像刀

子一样刮得人脸疼。系好安全带后，孙

鹏 打 开 了 第 一 辆 油 罐 车 顶 部 的 卸 油

口。趴在油罐车上向内看，一层厚厚的

黄色蜡状物如同一个大“冰坨”呈现在

眼前。

孙鹏介绍，在约零下 20 摄氏度的

低温下，零号柴油会凝结成荤油状的凝

状物体，经过几天的室外运输，油槽车

内壁会挂上 40 多厘米厚的油蜡，底部

的油更是已经成坨。“如果想把它们全

部抽出来，既费力又费心。”

早上 8 点，孙鹏完成了卸油前的所

有准备工作，和另外两名卸油工走向卸

油架。他们先是向油罐车内注入“热

油”，对凝固的柴油进行循环加温，同时

不停地进行搅拌，使凝结的柴油快速融

化。“这个筢子都是咱们自己做的，5 米

长，大概 30 多斤。顺着劲儿搅起来，就

没那么重了。”大家挥舞着手中的工具，

使注入的“热油”和油蜡充分融合。

因为在卸油过程中使用的抽油管路

互相联通，任意一根油管被凝固的油蜡

堵塞、吸入空气，都会导致整个管路全部

停止工作。所以孙鹏和其他两位同事要

在80多米长的卸油架上往返于六辆油槽

车间，实时监测罐内抽油情况。直到卸

油工作完成，他们要走上几十趟。

此时已经过去了 3 个多小时，油罐

车逐渐被抽空，工作进行到冬季卸油过

程中最难的部分。“你看这些冻在车底

的油，最起码还能抽出来 150 升，如果

不掏干净，就浪费了。”孙鹏说。

为了不浪费油罐内凝固在罐底和

侧壁上的柴油，卸油工们甚至需要趴在

油罐车上，将一只胳膊伸进罐车内，用

筢子反复拉拽才能掏干净每一个角落。

临近春节，佳木斯地区白天的室外

温度仍然在零下 25摄氏度左右，记者在

采访过程中感觉已被冻透。工人们完成

工作回到室内时已是下午2点，此时才能

脱下厚厚的工作服。孙鹏说，因为春运

期间机车燃油消耗增加，像这样的工作

他们每3天就要做一次。

创业带火“空壳村”
本报记者 吴 浩

“今年春节太忙了，中兴村游客日

均超过万人。游客们逛雪堡、赏冰、滑

雪、品朝鲜族美食、住特色民居⋯⋯没

想到中兴村冬季旅游也能如此红火，热

闹的年味儿又回来了。”黑龙江省牡丹

江市西安区海南朝鲜族乡中兴村驻村

第一书记葛瑞发激动地告诉记者。

近日，记者来到中兴村，只见一栋

栋朝鲜民族特色民居错落有致，绕村而

建的冰雪乐园、滑雪场等人头攒动。

“几年前，中兴村还是一个典型的

‘空壳村’。”中兴村党支部书记白恩益

说，“那时全村 300 多户居民，基本都在

外地。土地流转、房屋闲置、老人留守，

整个村庄没有一点生机。”

中兴村是朝鲜族村落，具有独特的

民族风情，依山傍水，生态优良，距离牡

丹江市区 10 多公里。牡丹江市周边欠

缺乡村休闲游产品，看到这一空白点，

中兴村想发展乡村游，但无奈缺人又缺

钱。村里商量后，认为可以动员本村能

人返乡创业。

2014 年，在北京发展多年的村民

韩春山在家乡召唤下决定回乡投资，

“中兴村田园风光秀美、民族风情独特，

发展乡村民俗游应该有市场”。

在村民闲置的宅基地上，韩春山出

资建设了 10 栋独具特色的朝鲜族民居

庭院，取名“中兴民俗风情园”，旅游高

峰期一房难求。中兴村探索出“村民+

民宿”合作模式，村民不仅盘活了宅基

地，而且实现了长期稳定收益。

“今年旅游形势更好，我打算拓展

业务，做草坪婚礼，还要运营自驾车营

地。”韩春山告诉记者。

越来越多在外务工的村民返乡创

业。两年前，村民金明洙从韩国回村，

开了一家朝鲜汤饭馆，生意红火得很。

“朝鲜汤饭是朝鲜族特色美食，制作简

单快捷，符合游客口味，价格还不贵。”

金明洙带记者参观小院，边走边说：“厨

房有点小了，今年打算扩大些，院子里

搭上彩钢顶棚，再摆放些桌椅，让更多

游客能吃上可口的朝鲜族美食。”

“曾经离乡的打工仔，如今在家门

口当上了小老板，谁能想到中兴村能发

展到今天的模样。”白恩益感慨。

民族风情、青山绿水、田园牧歌、慢

生活⋯⋯如今的中兴村有了更多新标

签，由“空壳村”逆袭成了旅游村、网红

村，真正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白恩益一大早就和工人们忙活起

来，把闲置庭院装修改造成民宿和农家

乐；韩春山要开车去百公里外的雪乡考

察学习；中兴滑雪场上，滑雪爱好者们尽

情体验滑雪的乐趣；村口的冰雪乐园，时

不时传来欢笑声；身穿朝鲜族传统服饰

的游客，在镜头前洋溢着灿烂微笑⋯⋯

乡村振兴，背后有普通人的奋斗，也有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新年的鞭炮声中，

中兴村又将迎来一个崭新的春天。

快递便捷千万家
本报记者 王 伟

快递行业作为邮政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现代社会不可替代的基础产

业。1 月 16 日，记者来到位于海南海口

的中国邮政速递物流金盘揽投站，站内

一派忙碌的景象。

“海口快递平时进口量每天八九万

元，旺季时会达到 20 多万元。”运管部

揽投管理员黄梦介绍，“海口城区有 32

个揽投站，我们的业务范围能覆盖全

城，把快递直接送到客户手里。”

金盘揽投站是中国邮政速递物流

在海口的 32 个揽投站之一。早上 6 点，

邮政的第一批快递已经送达金盘揽投

站，工作人员正将快递整理分类，投寄

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金盘揽投站采

用“三进两出”的频次进行快递运输和

投递工作，每天早上 6 点、下午 2 点半和

晚上 6 点都有快递送达揽投站，下午

3 点、晚上 8 点半将快递寄出，揽投站每

名员工有各自负责的区域，确保快递能

快速送达客户。

“金盘揽投站的快递辐射范围有

四五公里，全天约 5000 件邮件，我们要

求 3 个频次到的邮件要当天处理完，及

时联系客户确定寄送时间。”营业部经

理吴勇说，“快递配送有轻重缓急，像药

品就要优先派送。民生用品、药品类、

证件类、生鲜类物品必须面交，不能放

在快递点。”

快递员杜世建说，“急需品邮件只

要一到，邮政系统会发送短信，如果客

户需要，我们会立马送过去。只要是客

户需求，就算深夜打电话联系，我们也

会酌情安排派送”。

“邮政全年无休，即使有轮休，岗位

也一定有人值班，不能间断。”吴勇说，

“工作性质决定了我们每天接触大量客

户，人流量大，特别是疫情期间面临的

风险也相对较高。但我们的员工都坚

守在工作岗位上，我很感谢他们。”

“现在派送大多是零接触，我们把

邮件放到指定位置，然后客户来取。但

邮件要在我们视线以内，客户过来取走

我们才放心。”杜世建说。

金盘揽投站是海口快递运输的一

个缩影，也是全国快递运输行业的一个

缩影。在交谈间，一件件快递被绿色小

车运走，这抹绿走进千家万户。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来来 洁洁

扎根基层 收获成长
马呈忠

春节前夕，我离开乌鲁木齐市飞往

阿克苏市，然后换乘汽车，一路颠簸赶

去探访峡谷深处的大石峡水利枢纽工

程。在这片荒凉的戈壁滩上，来自五湖

四海的建设者们奋战不息，世界第一高

混 凝 土 面 板 砂 砾 石 坝 坝 体 正 在 稳 步

增高。

在大坝建设现场，我遇到了质量经理

徐树梅。热爱水利的她，大学毕业后就扎

根新疆，天山南北多个水利工程的工地上

都留下了她的身影，常年与戈壁土石为

伴、钢筋水泥为伍，爬云梯、下基坑，顶风

冒沙、餐风饮露也从没想过放弃。

在今年“新春走基层”的采访过程

中，我还遇到了很多像徐树梅这样坚守

一线、可敬可爱的奋斗者。正是他

们脚踏实地、不畏艰辛地付出，才有了

整个国家发展的欣欣向荣。新时代是

奋斗者的时代，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

讲述好奋斗者的故事，记录下时代前进

的步伐，既是使命也是幸福。

好新闻是“跑”出来的。每次到基

层采访，我都对此有更深刻的感受。

脚下有泥，心中更有光。我将不断锤

炼自己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既要

以高度的责任感，用心用情丈量好脚

下的每寸土地，高质量挖掘“新闻富

矿”，也要持续强化学习，熟练掌握运

用好现代化新闻传播手段，多采写有思

想 、有 温

度、有品质

的新闻。

经济日报记者温

济聪（左）在位于沈阳

市铁西区的辽宁方大

集团东北制药智能化

生产车间采访。

李 丹摄

春 节 期 间 ，经

济日报河南记者站

站 长 夏 先 清（ 左

二）在 河 南 引 江 济

淮工地蹲点采访。

岳红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