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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崖上的背篓医生

2017 年 3 月，作为珠海市金湾区首批援助怒江的医生，
管延萍来到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条件最艰苦的丙中洛
镇工作，这里还有很多村落未通公路，出入全都依靠在悬崖
峭壁上凿出来的羊肠小道。管延萍和同事们只能用背篓将
心电图机、B 超机等医疗器械背进大山，为村民们提供医疗
服务。

近两年来，管延萍背着背篓，跋山涉水，爬冰卧雪，送医进
山达 300 多次，散落在丙中洛高山峡谷间的 46 个村组，她整
整走了四轮。为了大峡谷群众，她主动将在怒江扶贫支医的时
间从半年延长至三年。

▲在云南怒江丙中洛镇，管延萍（左）为一名村民讲解药
物的使用（1 月 13 日摄）。

在云南怒江丙中洛镇，管延萍（中）与同事在山间道路
上行走（1 月 12 日摄）。

在云南怒江丙中洛镇，管延萍（左）为一名村民听诊（1
月 12 日摄）。

新华社记者张加扬摄

新华社南昌 1 月 20 日电(记者余贤红)一年一度的春
运将在 21 日拉开帷幕。为确保列车行驶安全，众多铁路职
工加班加点奋战在一线。越是临近春运，他们的工作越忙。

19 日晚，南铁鹰潭机务段整备场上灯火通明，10 余台
机车整齐排列待检。叮叮咚咚……清脆的敲击声在整备场
响起，检车员周鹏要通过这些声音判断机车“健康”状况，为
即将踏上春运的机车“体检”。

“机车底部部件多，结构复杂，高速运行时，各部件受力
情况不同，发生故障位置也不一样，必须时刻小心。”周鹏
说。只见他左手持手电筒，右手持检点锤，猫着腰在机车底
部行走，仔细地对机车检查。

今年是周鹏奋战春运的第 15 个年头，经他检查的机车
已有三万余台。他说：“时间再紧，工作再苦，也不能放过任
何一个隐患。”

今年除夕，周鹏值晚班。干铁路工作的他们知道，成千
上万的旅客需要铁路职工坚守。

20 日凌晨，上饶站内一座距离地面约 30 米的高架桥上，
寒风刺骨，一群头戴夜灯的工人在钢轨旁紧张地忙碌着。

上饶站是一座“骑跨式”高铁综合枢纽站，沪昆高铁和合
福高铁在这里呈“十”字形交汇，两条高铁的落差达 20 米，之
间靠一条 6 公里的“U”形联络线相连。这条联络线坡度大、弯
道多，春运高铁加密开行，养护维修任务较重。

“高铁对线路精度要求极高，我们干的活都是‘毫米级’
的。”南昌西工务段上饶高铁线路车间的工长孙灵潭，从 2015
年合福高铁开通起就在这条特殊的高铁联络线上工作。

由于联络线是弯道，列车行进过程中会产生较大压力，且
两根钢轨高度不同，孙灵潭对这段线路的钢轨扣件格外重视。
“钢轨扣件非常重要，松一点或紧一点都不行。”孙灵潭说。

在夜间“天窗维修”的 4 小时里，孙灵潭和工友们要完成
联络线全线 9600 多根轨枕和 3 . 8 万颗螺栓的养护维修任
务。“为了列车安全运行，再苦再累都值。”孙灵潭说。

19 日晚间，当高速列车停运后，南铁鹰潭供电段接触网

检测工区的王建兵等人开始了他们的例行巡检。与过去不
同的是，他们如今有了全程无死角自动拍摄、自动报警的
4C 检测车。

检测车里，王建兵和他的同事们紧盯电脑屏幕，观察着
接触网的几何参数波形图与图片，不时调出自动报警的图
片分析。“车顶的相机有 4200 万像素，并能自动调节视距和
焦点，自动从多角度拍摄清晰照片。平时肉眼很难发现的螺
母松动、设备有裂纹等细微的故障，现在都能一目了然。”王
建兵说。

王建兵介绍，以往的“天窗”点内，要靠工人站在作业车
顶，目测接触网线路隐患，每次最多只能巡检约 10 公里的
线路。采用 4C 检测设备后，一次最长可巡检 200 公里，效
率提升近 20 倍，且数据更为精准。

“当新的一天来临，春运的列车将会满载旅客，经过
我们检测并确认安全的线路踏上回家路。”王建兵
说。

4 小时维护 3 . 8 万颗螺栓
一线铁路工人备战春运记

新华社成都电(记者蒋
作平、陈地、刘坤)“小康路上
一个都不能少”。记者近日来
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
县瓦吉吉村，这是个曾“与世
隔绝”的麻风村。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
始，四川大凉山许多麻风病
人逐渐聚成一个 300 余人的
村落。这里地处悬崖、土地贫
瘠，水、电不通，与世隔绝，被
称作“麻风村”。

瓦吉吉村村支书阿尔尔
莫介绍，尽管自身从未患病，
但由于自卑和不被外界接
受，长期以来麻风村人都深
居在这座大山之上。

近 30 年来，当地医疗工
作者多次爬悬崖峭壁深入瓦
吉吉村，除了负责安排治病，
还联系党政部门和社会公益
组织，筹资修桥、修路、办学
校。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瓦
吉吉村已有了简易铁索吊
桥、麻风病康复室、学校，还
通了电，麻风村也因此更名
为康复村。

到了 2008 年，随着病人
们逐渐被彻底治愈，康复村
再次更名为瓦吉吉村，正式
纳入行政区划。

2014 年中央新一轮精
准扶贫启动后，瓦吉吉村人
生活巨变。当记者近日再次
来到瓦吉吉村的时候，曾经
要攀爬几小时的陡峭山路变
成了一条长 6 公里直达村口
的水泥大道，33 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的二层小楼洁白亮
眼，厨房、厕所、热水器一应
俱全。

阿尔尔莫笑着说：“现在
村里有卫生室、活动室、图书
室。还种上了 100 亩青花椒，
家家都养有美姑多胎山羊，
全村人年均收入已经超过
5000 元。”

走在瓦吉吉村，传来了
琅琅的儿歌声，40 个孩子在
村幼儿园教室里跟着电视学
唱儿歌《庆六一》。洛俄依甘
镇党委书记田梦金说，村幼
儿园开办已有三年，目前有
两名辅导员，教孩子们普通
话等。

田梦金感慨道，过去没
有人愿意来麻风村教书，也
没有地方愿收麻风村的孩子
读书。“真的特别感谢党和政
府的关心，麻风村的孩子们

终于可以走进梦寐以求的校园。”
目前瓦吉吉村的孩子小学、初中都到邻县越西县的学校

就读，村里已经出了三个高中生，现在最想出个大学生！
22 岁的吉克妹妹很早父母双亡，由于是麻风村人，曾一

度被认为很难嫁出。然而就在刚刚过去的彝族新年，吉克妹妹
也结婚了。操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吉克妹妹熟练地做着家
务，卧室的墙上，贴着她喜爱的男明星鹿晗的贴纸。

目前，瓦吉吉村还有麻风病人 13 人，均已治愈。由于都是
孤寡老人，县里为他们修建了一所康复院，派专人负责照料老
人生活起居。走进康复院，老人们或悠闲地散步，或躺在摇椅
上惬意地晒着太阳。

28 岁的杨秀明正在康复院里搬送运来的物资，8 年前还
在读大一的他第一次来到瓦吉吉村做义工，大学毕业，杨秀明
加入一个社会慈善组织，长期帮扶瓦吉吉村。“8 年了，我见证
了这每一点变化。”杨秀明说，“特别是精准扶贫以来，这里的
改变我做梦都不敢想。我们社会组织就像一朵朵小浪花，在党
和政府做的扶贫大业中，能发挥添砖加瓦的作用，很满足。”

76 岁的曲木俄日曾经当过兵，患病后独自一人来到麻风
村。几十年来，他总是穿着军装，一身笔挺。见到来访者，曲木
俄日兴致勃勃地唱起了军歌。老人无限感慨地说：“年纪虽然
越来越大，可日子是越来越好了！”

刚刚过去的 12 月，瓦吉吉村通过了扶贫验收，摘掉了贫
困村的帽子。“脱贫攻坚给瓦吉吉村人带来的绝不仅仅是生
活、医疗、教育等条件的改变，更重要的是精神面貌的蜕变。他
们真正有了幸福、平等和尊严。”田梦金说，如今的瓦吉吉村人
孩子读书、成人外出务工，勇敢地走向了社会。

新华社南京 1 月 21 日电(记者刘兆权、张展鹏)“明月
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配乐响
起，旅客们跟着哼唱。一千多年后，李白以此形式“现身”时
速超 300 公里的“复兴号”。

21 日，春运启动。今年旅客发送量将达到 29 . 9 亿人
次，依然是“世界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但与往年相比也有
不同，比如 G9277 次列车上的这场诗会。

铁路系统员工和本地艺术家一起，表演《关山月》等经
典诗歌和一些原创作品。乘客们先是倾听、鼓掌，后来陆续
有人毛遂自荐、拿过话筒朗诵喜欢的诗歌。

记者随机采访二十余位旅客，大多是在上海、江苏工作
的安徽人。今年“复兴号”首次“服役”春运，他们感到新奇，
车上还能看节目，更是意外之喜。

安庆人王泽华一直在苏州打工，“春运”两字对他而言
意味着一年一度的考验——— 回家过年的期待和路途的拥挤
疲惫交织。今年不一样，和老乡工友在网上顺利买到了票，

虽然站着，但列车里宽敞、干净，有节目看，时间过得特别快。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公司南京客运段党委书记杨翠坤

说，诗会是客运段的创新品牌。选择这趟列车，因为沿途经过
“诗城”马鞍山和有“千载诗人地”之誉的池州。总之，是为了让
旅客归途更有年味和人情味。

“火车上听诗歌，这就是传说中的‘诗和远方’吧。”几个穿
着时尚、在上海工作的小伙子聊起，现在高铁上都能上网，惬
意地拍照、发朋友圈秀一下“归乡路”，以后有了 5G 会玩得更
尽兴。

变化的不仅是网速。与以往“大包小包、肩扛手提”相比，
如今绝大多数旅客只带一个行李箱，至多加一个背包。表情看
起来也很淡定，见不到慌乱。

在南京客运段工会主席陈静美眼里，“复兴号”代表国家
现代化的科技水准，它与古老诗歌相遇，是一个奇妙的组合。

“这么浓烈又温馨的诗意情怀，对孩子来说，特别有意
义！”带着 5 岁女儿回安庆探亲的王女士难掩激动，不光是孩

子，自己通过诗会也学到新知识，比如李白、杜牧等都在安
徽写了许多著名的诗句。

G9277 次列车由上海开出，途经江苏进安徽，横穿长三
角。当被问起是否了解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王泽华笑言自己不熟悉“高大上”的政策，但他能感受到“家
越来越近、生活越来越方便”。

G9277 次列车长说，每节车厢可坐 90 人，春运期间可
加售不超过 10% 的站票，尽量保持乘坐的舒适度。

春运期间订餐服务升级，旅客在开车前 1 小时还可以
订餐，不用下车、出站就能将沿线特产美食带回家。

“我们千里迢迢、满载而归，就是为了吃上一口老母亲
年前腌制的咸肉，妻子所做的丰盛的年夜饭；就是为了抱一
抱，即将又长了一岁的孩子……”诗会结束前，铁路员工们
集体朗诵了这首《开往春天的列车》。

列车飞驰，窗外山水相依、阳光正好，身旁的归人眼中
有亮光闪动。

春运“复兴号”上的诗和远方

地震少年李长安的首次春运

▲ 1 月 20 日，在位于福州城北的动车检修车间，李长安
在检修车辆。

24 岁的李长安来自当年汶川地震的重灾区安县。地震后，
李长安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2014 年，他考上了西南交通大学
学习铁道车辆机械。2018 年大学毕业后，他成为中国铁路南昌
局集团公司福州动车段的一名见习机械师。

今年春运，李长安被抽调到加开的 K4186 上，当起了临时
列车员。虽然是客串临时列车员，他也认真学习，热心服务。

“汶川地震后，是大家的帮助给了我们新的家。”李长安说，
他一直想做一个能够帮助别人的人。“铁路就是服务人民，现在
我终于能回馈社会。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好每一件事情，是最好的

感恩。”

新华社记者宋为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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