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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社南京 1 月 27 日电(记者刘兆权、
何磊静)“工作中，请勿打扰……”一件红色
“小背心”、一身金黄毛发，导盲犬小 Q 领着
主人苏博穿过熙熙攘攘的苏州北站，它有个
特殊的使命：带主人坐高铁回家过年。

“小 Q 就是我的眼，有它在我放心！”37
岁的苏博难掩激动，虽然患有眼疾，但在小 Q
和铁路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他像普通旅客一
样登上高铁 G1956 次列车，计划从江苏苏州
返回老家山西太原，近 9 个小时的车程。

2013 年，两岁的小 Q 出现在苏博的世
界，从此伴他左右。如今它已相当于人类的中
年，还剩一年多时间退役。“我们家里人都爱

小 Q，家里全是它的话题，过年家里
有小 Q 一起才是团圆。”苏博说。

临近春节，中国各地迎来春运，今年旅客
发送量将达 29 . 9 亿人次。在这场“全球规模
最大的人口迁徙”中，有不少像苏博一样的特
殊旅客。如何为他们做好服务，也成了中国铁
路系统工作人员的“心上事”。

“我们在老弱病残孕的旅客座位上专门
贴上了‘紫红绿蓝’四色爱心贴，提醒乘务员要
时刻关注这些旅客的需求。”中国铁路上海局
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客运段列车长郑莹说，随
着中国高铁发展越来越快，服务质量不断提
升，许多特殊旅客都对独自乘车出行感到放
心，这背后离不开工作人员有针对性的服务。

在 G1956 次列车上，乘务员将苏博和小
Q 安排在了餐车靠近洗手间的位置，小 Q 可
以尽职尽责，在宽敞的桌子底下惬意“休息”。

“很感谢铁路工作人员，服务真是细致入微。”
苏博说，他上车时领到了一个小“按钮”，乘务
员告诉他有服务需求只要轻轻按下“按钮”，
就会有工作人员及时赶到。

苏博口中的“按钮”是南京客运段在今年
春运试点推出的“爱心呼唤铃”，专门为无家
人陪同的残疾人或老幼旅客配备，每个车厢
乘务员有一个接收器，针对旅客需求做好精
细化服务。

“现在我们每个乘客座位桌板上都有二
维码，‘扫一扫’就能满足点餐、补票等服务，但
我们想到如果是老人或是盲人可能不太适
用，所以推出了这款‘爱心呼唤铃’，希望能给
他们带去更贴心的服务。”郑莹说。

在中国，铁路部门有明确规定，动物是不

能和旅客一起乘车的。2015 年，中国铁路
总公司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共同制定了

《视力残疾旅客携带导盲犬进站乘车若干
规定》，从此有视力障碍的旅客可以直接携
带符合健康标准的导盲犬上车。

“请咱们旅客要对导盲犬做到‘四不一
问’：不拒绝、不触摸、不投喂、不呼唤、问帮
助。谢谢！”餐车车厢内，乘务员对其他旅
客进行宣讲，同车厢的乘客频频点头称
赞。“看到了残疾人朋友坐高铁受到如此
关怀，真的很暖心。”旅客王先生竖起了大
拇指。

G1956 次列车在超 300 公里的时速
下飞驰着，小 Q 依偎在苏博身边，一派温
馨场面。

导盲犬小 Q 带我回家

家住沈阳的 6 岁女孩张一诺有一
个新年愿望：想做爸爸的“佩奇”。“我
想像‘小猪佩奇’一样，每个晚上都有爸
爸陪在身边。”张一诺说。然而，随着一
年一度的春运来临，孩子这个看似简
单的小小心愿，却更加难以实现。

张一诺的爸爸张风，是中国铁路
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沈阳高铁工务段
的一名高铁线路维修工人。由于工作
的独特性，他们只能在夜间检修线路
以保证高铁次日的安全运行。春运期
间，为确保高铁安全畅通，高铁维修人
员加强设备检查维修，工作量要比平
时增加很多。

23 日 23 点 30 分，高铁线路维修照常开始。在滴水成
冰的室外，张风和他的几名同事戴着头灯、身着黄色防护
服，一边在寒风中喘着粗气，一边配合默契地组装捣固机，
在作业地点进行线路整修。

“嘟……嘟……”手机里传来阵阵忙音，张一诺知道，这
是爸爸正在工作。看着电视机中“小猪佩奇”正和自己的爸
爸在一起玩耍，一颗晶莹的泪珠悄悄划过张一诺的脸颊。
“为什么‘小猪佩奇’的爸爸可以整天陪着它，快过年了我爸
爸却陪不了我？”

“等爸爸忙完工作了，和你视频好不好？”张一诺的妈妈
一边帮女儿擦眼泪一边安慰她。

“不好。”张一诺委屈地噘起小嘴，眼里泪花不停打着转。
早上 6 点，作业一结束，张风就迫不及待地拿起手机

和女儿视频通话。小小的手机屏幕上，装着张风和女儿的
笑脸，也满载着父女相见一刻的幸福。

“爸爸，我怎么觉得你还是冷呢。”虽然张风一直说自己
“不冷”，但看着他被寒风吹得通红的脸颊，张一诺心疼极
了，“我给你暖和暖和去。”

说着，张一诺跑到屋里，把手机扔到被子底下，自己还趴
在了上面。“爸爸，还冷不冷了，你猜我把你放哪了，我把你放
被窝里啦。”听着女儿天真稚嫩的声音，张风的眼圈红了。

春运前夕，为确保列车行驶安全，很多铁路职工加班
加点奋战在一线。

张风从业 11 年，守护高铁线路近 2000 个夜晚。深夜
的铁轨上，是他和同事们的头灯穿透无边夜色，他们黑白
颠倒，舍弃夜晚与家人快乐的相聚，坚守在别人回家的路
上。“因为聚少离多，在一起的时光变得更加珍贵。”张风说。

“一会儿我的爸爸就回来了，我也是‘小猪佩奇’了。”张
一诺说。

(记者于也童、姜兆臣)新华社沈阳 1 月 28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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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济南 1 月 28 日电(记者张志龙)
2018 年夏季，蔬菜之乡山东省寿光市受水灾
影响，10 万多个蔬菜大棚不同程度损毁，52
万人口受灾。新春佳节将至，受灾的蔬菜大棚
和养殖区都已恢复生产了吗？受灾老百姓生
活如何，能温暖过冬吗？灾后重建工作是怎么
开展的？记者近日到寿光进行了回访。

蔬菜产量和往年同期持平

大棚里绿意盎然，黑油油的茄子已挂满
枝头。寿光市纪台镇东方东村菜农孙志玲一
扫几个月前“愁坏了”的心情说：“灾后修复完
种上的，已经摘果卖了 2 万多元，除了上市晚
点，都已恢复。”

孙志玲说，自家蔬菜大棚在水灾中损失
严重，“种苗和肥料等损失了好几万元，幸亏
消防战士、乡镇干部和农业专家提供了各种
帮助。”孙志玲说。

寿光是蔬菜之乡，此次受灾大棚达
10 . 67 万个。寿光市农业局干部张林林说，水
灾发生后，农业部门组织专家指导生产自救。
比如在损坏大棚加固上，总结出面包砖修补
法、土坯压实法等多种办法，“因棚制宜、对症
下药。”

张林林说，至今已有 10 . 07 万个受灾大
棚恢复生产。目前气温高蔬菜生产好，蔬菜产
量和往年持平。

寿光市金融服务中心主任王曙光说，灾
后重建贴息贷款起到了“定心丸”的作用，当
前已发放贷款 4 . 5 亿元，户均 10 万元，满足
了受灾群众需求。

养殖业生产也在逐步恢复。临近小年，上
口镇口子村最大的养殖户李敬宗占地 60 亩
的新养殖场仍在施工，7 台挖掘机等各类机
械、30 多人正在紧张忙碌着。

李敬宗说，水灾后自己一度“绝望和心灰
意冷”，镇里和金融部门协调了保险赔付，还
给找了新地方，现在“看到了希望，赶工期争
取‘五一’投产。”

“炉子生着”温暖过冬

家园重建“出门不见泥”

走进上口镇口子村低保户李维波家，不
久前村镇刚刚给购置的炉子炉火正旺。李维
波 78 岁的老母亲董桂凤在卧室里翻着被褥
说：“这个被子、褥子，还有这个大衣都是刚发
下来的，很暖和冻不着。”

水灾时李维波家里进水 70 多公分，被

子、衣服都泡了。“天气快要变冷时，村里镇
上给发了被子褥子，现在过冬又给发了，还
有米面油，还给生上炉子，很感激。”董桂凤
说。

寿光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科长李炳帅
说，为做好灾区冬春救助温暖过冬工作，民政
部门联合村镇梳理出困难群众共计 4414 人，
全部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救助。

“每一户都要走到好几遍，确保万无一
失。其中无自主能力的民政部门专门雇人给
生炉子，保证温暖过冬。”李炳帅说。

灾后生活基础设施恢复较好。水灾时纪
台镇东方东村、上口镇口子村等村进水都较
为严重，不少村居进水超过 1 米，村内也是一
片狼藉。而近日记者回访时看到，村内街道干
净整洁，大多数到户路面都已硬化、美化，排
水沟都进行了修整或重建，已经看不出受过
水灾的迹象。

着眼长远创设“沟渠长”制

建高标准蔬菜园区

在洛城街道刘家尧河村南边的丹河蔬菜
产业提标示范园，“沟渠长”刘家尧河村书记
刘向生带记者仔细看了新园区的排水设施。

“新的排涝设施设置了排水沟、支管和干
管，支管直径都要 1 米以上，支管通过干管
排到北边的丹河去。”

记者了解到，这次寿光水灾，由于农田
排涝系统功能近年逐渐退化，导致村庄大
棚积水严重。寿光着眼长远，创新实施沟渠
长制全面打通河道“毛细血管”。

寿光市水利局局长黄树忠说，全市范
围内之前未列入河长制管理的防洪除涝骨
干水网及大棚区排涝工程干沟支渠等全部
纳入河长制体系内，全面建立镇、村两级沟
渠长体系，全市设立了镇级沟渠长 75 名、
村级沟渠长 337 名。

蔬菜大棚的重建也考虑到了蔬菜产业
的升级。寿光市积极引导各受灾镇街规划
建设重点蔬菜园区 18 个。不少大棚建好后
以低于市场价格租赁给大棚倒塌后无力建
设的受灾农户，优惠差额部分由市财政据
实等额补助。

潍坊市委副书记、寿光市委书记林
红玉说，在灾后重建工作中，寿光市结合
园区建设、美丽乡村建设、水利设施规
划、乡村振兴战略等工作，高标准推动灾
后重建工作，努力交上一份群众满意的
答卷。

“蔬果挂满枝头 菜农就有奔头”
山东寿光灾区春节前回访见闻

新华社合肥 1 月
28 日电(记者姜刚)
“今年每个人分红
520 元，比去年高了
170 元。”75 岁的大
包干带头人关友江乐
呵呵地说，“村里这几
年的发展越来越好，
老百姓领到的分红一
年比一年多，这是实
打实的获得感啊。”

28 日下午，小岗
村 2018 年度集体经
济股份合作社分红大
会在安徽小岗干部学
院举行。关友江和其
他大包干带头人一
起，手拿着《凤阳县小
溪河镇小岗村集体资
产股权证》，领到集体
经济收益股权分红。

1978 年，小岗村
18 枚“红手印”开启了
中国农村改革的帷幕；
经过改革的持续深化，
小岗村已从 40年前的
“要饭村”变为今天的
美丽宜居村庄。

在分红大会现
场，每位小岗村村民
的脸上都洋溢着笑
容。“从没有分红到有
分红，从分红 350 元

到 520 元，这些都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事！”小岗村村民严淑淑说，改革让她看到
了未来生活的美好。

严淑淑提到的改革是小岗村 2016 年
以来开展的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和
农村“三变”改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
金、农民变股东”)。经过成立组织、清产核
资、成员身份界定、配置股权，小岗村成立
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社并发放股权证，村民
实现了对村集体资产的“人人持股”，并连
续两年“人人分红”。

“2018 年是改革开放 40周年，这一年
小岗村的集体经济收入有了很大发展。”小
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李锦柱说，与上一年相
比，集体经济收入渠道更宽了，包括控股、参
股的相关公司利润分成、小岗品牌使用费、
广告收入、旅游收入、培训产业收入等，已从
820万元增加到 2018年的 1020万元。

据悉，经今年 1 月 24 日小岗村村民代
表大会表决通过，2018年度继续给股民进行
年度分红，4361名股东可分配金额为 226.77
万元，每个股民分红 520 元。2017 年度小岗
村实现首次分红，每个股民分红 350元。

安
徽
小
岗
村


二
零
一
八
年
度
分
红
增
长
近
五
成

谁吃光了“雪乡”二合屯的鸡？
年关将近，居住在吉林省舒兰市上营镇

二合屯的村民，却很难吃到自家养的鸡了。
2016 年以前，二合屯是一座以农耕为

主的小山村，如今摇身一变，成了远近闻名
的“吉林雪乡”，仅 2017 年一个冬季，就接待
了 10 万多名游客。

“游客都爱吃我们自家养的‘小笨鸡’。”经
营农家院的任丽英说，“基本桌桌都点。”

由于地势原因，二合屯的年持续降雪期
达 5 个半月，白雪成了这里独特的旅游资
源。

人们在村子里建起了滑雪场、雪乐园，
村民们纷纷把自己家改造成了农家乐，提供
餐饮、住宿，一些出去打工的村民也回到家
乡，经营起了旅游项目。

原始风貌的村落和美丽的雪景吸引了
大批游客，原汁原味的乡下食材满足了人们
追求地道、健康的需求。

“游客最多的时候，全村自养的 1000 多只
‘小笨鸡’，20多天就被吃光了。”二合屯党支部书
记卢才书说，“后来我们只能到邻村去买。”

2018 年入冬以来，东北地区经历了一
段“贫雪”期，二合屯的雪也比往年小了一些，
但游客依然络绎不绝。

“等到春节后游客一来，我家养的这 60
多只鸡根本不够吃。”任丽英已经开始盘算自
己今年的“小笨鸡”收购计划。

(记者张博宇、关子儒)
新华社长春 1 月 28 日电 ▲游客在二合雪乡玉米黄金屋景点内拍照留念（1 月 23 日摄）。 新华社记者林宏摄

新华社武汉 1 月 28 日电(记者李劲峰、徐海波)“大家
一年来辛苦了，今天送给大家一份特殊的春节礼物——— 武
汉军运会‘观赛票’，相约猪年和家人一起看比赛呀！”简单的
言辞，让建筑工人欢快、豪爽的笑声穿透工地食堂。

28 日晚，武汉军运会军运村项目建设工地上，建设单
位按惯例为参建工人们开办团圆宴。往年团圆宴上年货发
的多是腊鱼、腊肉，今年却换成了军运会“观赛票”。这个变
化让即将踏上返乡归途的建筑工人们既意外又高兴。

将于 10 月在武汉举行的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上，
将有来自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万名现役军人同台竞
技。比赛设 27 个大项，共 300 多个小项。这项被称为“军人
奥运会”的大型综合性赛会是首次在中国举办。

据介绍，尽管军运会门票尚未正式发售，但工人们可
以在开赛前用“观赛票”到项目部换取比赛门票。中建三局
后续将陆续向参加军运会场馆建设的工人们发放比赛门
票，并组成“建筑工人”加油团，到比赛现场助威。

来自湖北天门农村的 61 岁木工史水仿高兴地说，之
前一直都是在家种地、工地务工，到现场看比赛连想都没
想过。军运会第一次来中国举办，比赛期间他即便请假，也
得带老伴多看几场比赛，“如果错过这次现场看比赛的机
会，将是自己一生的遗憾”。

史水仿参建的军运村项目占地总面积 848 . 7 亩，将在
武汉军运会期间承担约万名运动员、裁判员的食宿、训练
和康复功能。

从 2017 年动工至今，包括 30 栋住宅楼的军运村项目
目前已基本完成精装修环节，将于 4 月交付。如此快速高
效，展现出让国际军体官员惊叹的“中国速度”，背后是建筑
工人们加班加点、不怕苦不嫌累的辛勤付出。

“军运村项目最高峰时，有 2000 多名工人同时作业。”
中建三局军运村项目部负责人尹天明说，军运村将是参赛
运动员们在武汉期间，生活、居住时间最长的区域。工人们
都格外用心，确保高质量施工，为各国参赛军人建设一个
温馨、舒适的环境。

来自湖北赤壁的蔡松平和妻子尹春秀一直在军运村
工地上务工。拿到军运会“观赛票”后，夫妻俩就开始商量观
赛计划。蔡松平大大咧咧地说：“我喜欢看篮球，到时要多看
几场。”妻子接过话头：“肯定多看军事五项、跳伞这些比赛
呀，平时想看都看不到。”

“平时工地上活儿多，从早忙到晚，但大家还是喜欢空
闲时一起散散步，活动下筋骨。”蔡松平说，以后工地上做不
动了，就回家和老伴一起在村里跳跳广场舞，做做健身操，
“好日子谁都想多活几年”。

“把军运会‘观赛票’作为一份特殊的年货礼物，目的是
让工友们返乡邀请家人、亲戚来现场看比赛，看看他们曾
经付出汗水的岗位，听听他们施工背后的故事。”尹天明说，
也希望能带动工友和家属们更多地参与健身，“锻
炼出好身体，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

一份特殊的春节返乡礼物

新华社兰州 1 月 27 日电（记者王朋、马
希平）春节临近，在甘肃省兰州市金城公园，
十几个工人正在苏雪哲的指挥下，把经过裱
糊和美工装饰后的彩灯组装在已经搭好架构
的底座上。这组“五谷丰登”是他们安装的最
后一组彩灯。

“安装完这组彩灯，就回家过年。”苏雪哲
说，今年工期比往年提前了，大家已完成 22组
彩灯的制作安装，小年之前能完成最后一组。

26 岁的苏雪哲来自四川省汶川县，是四
川省自贡市一家彩灯制作公司的美工。工作
三年，像这样早早完工回家过年还是第一次。

“近几年国内各地举办彩灯展的规模越
来越大，要求也越来越高，每到完工的时候就

临近春节，回家的火车票也都卖光了，只能
在外地过年。”苏雪哲说，他和工人们一样，
早已经习惯了。

制作和安装彩灯是一件辛苦的工作。
美工放样、钳工剪样、焊接、装灯、裱糊、美
工装饰等工序不仅繁琐，而且前期准备工
作也很漫长。苏雪哲说，春节期间的一场彩
灯展，往往在年前六七月份就开始准备了。

美工装饰是彩灯制作的最后一步。为
了色彩准确线条均匀，制作者须赤手操作
画笔，即便在零下几摄氏度甚至零下十几
摄氏度的环境下也不例外。由于长时间不
能戴手套，苏雪哲的双手早已冻得红肿，手
面和手指多处冻破了皮。

“虽然辛苦，但是我非常喜爱这份工作。”
苏雪哲说，他大学期间所学的专业就是美
工，大三一次实习时偶然接触到了彩灯制
作，他发现制作彩灯能把自身所学与传统文
化传承结合起来，让他感到非常有成就感。

过年赏彩灯是我国多数地区庆祝新春
佳节的传统方式。苏雪哲说，现在传统彩灯
正在传承和创新中展现新的活力，仿真、投
影、LED光源等新元素的加入，让彩灯制作
工艺更加丰富，带给观众更强的体验感。

“彩灯是一种表达方式，通过色彩、图案
和灯光向人们传递着吉祥和美。”苏雪哲说，
他非常喜爱这份工作，更让他开心的是今年
可以回家过年。

“安装完这组彩灯，就回家过年”

家住沈阳的 6 岁女孩张

一诺有个新年愿望：想做爸

爸的“佩奇”，让爸爸整天陪

着自己

一诺的爸爸张风，是一

名高铁线路维修工人，由于

工作的特殊性，长年坚守岗

位不能回家 ，随着春运来

临，张风工作更忙了

“因为聚少离多，在一

起的时光变得更加珍贵。”

张风说


	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