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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电讯

“今年总算过了一个顺心年。”王跃进望着门外顺畅的
车水马龙，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往年春节，他可是急得“吃不
香睡不好”。

王跃进是湖北省浠水县巴河镇一家手机销售店的老
板。平时生意不行，过年时，返乡青年多。一年就指望着这
几天。谁知，前几年，门前被过往车辆堵得水泄不通，店里
还是冷冷清清。

“堵得连人都走不动，谁还来买手机？”王跃进说，今年
的情况明显好多了，路不堵了，顾客也多了，有时候还忙不
过来。

“每逢佳节必是堵”。离乡外出、出门拜年，甚至参加婚
宴喜宴的车辆明显增多。平时空荡的乡村道路上，挤满了
各式汽车、摩托车和三轮车。近年来，农村出现越来越多的
“村堵”，特别是春节、清明、国庆、中秋等节假日期间，堵车
更加频发，好好的过节心情也因此而“添堵”。

浠水县公安局副局长徐袖金说，农村机动车越来越
多，但与之相对的是，乡村道路不仅狭窄，而且缺乏交通标
识，更缺少交通管理和疏导人员，尤其是春节走亲访友，常
常是堵成“一锅粥”，甚至行人寸步难行，还经常发生交通事
故。

浠水县公安局统计，每年发生在农村的交通警情占全
县警情的六成以上，其中以有摩托车参与的事故为主。

“许多农村地区，摩托车驾驶员缺乏交通安全意识，无
证驾驶、醉酒驾驶、违规载人，横冲直撞，发生了很多人员
死亡的交通案件。”浠水县白莲镇派出所所长李伟说，白莲
是个常住人口仅万人小镇，但前几年每年发生交通事故
400 多起，其中有人员死亡事故就有 10 多起，且大多发生
在春节前后。

“村堵”难疏，事故频发。症结何在？
“以前，交警根本管不过来。”浠水县交警大队大队长何

正国介绍，全县在县城以外设置了 3 个农村交警中队，仅
有 11 名交警，却管辖着 12 个乡镇、500 多个村、80 多万
人。“从中队到现场有十几公里山路，开车都要 1 个小时，更
何况路还不熟。”

即使熟悉路线的当地派出所及时赶到现场，却又常常
遭遇尴尬。何正国说，派出所民警没有交警执法权，还得在
现场向交警报警。“群众不理解，以为警察不作为，反而激化
了矛盾”。

有时候，普通交通事故处理不及时，有可能引发打架
斗殴等次生案事件。浠水县巴河镇派出所民警李治国清楚
记得，前几年春节的一天，附近两个村民发生一起两车轻
微擦碰事故，事故双方眼见交警还未赶到，就喊来亲戚朋
友助威，最后引发了一起 20 多人的群殴事件。

“交警中队与派出所必须合并。”浠水县副县长、公安
局局长田勇介绍，2017 年，浠水开始实施“队所合一”改
革，撤销农村交警中队，将交通管理和一般交通事故的处
理职权下放到农村派出所，实行派出所治安交管“一肩
挑”。

正是得益于这一改革，如今，浠水农村主要干道有了
交通标识和红绿灯；春节期间有了交警上路指挥；中小学
放学时间有了执勤民警疏导交通。

浠水县公安局统计，在车辆数量逐年增多的情况下，
2018 年全县农村发生交通事故 5992 起；2019 年至今发生
交通事故 817 起。同比往年，交通事故发生率有了明显下
降，道路拥堵现象有了明显好转。

（本报记者徐海波）

湖北浠水：“队所合一”后

“村堵”有治

夜幕降临，几盏白炽灯照亮了村文化室旁的舞台，简
易幕布，几条彩带，拉起写有“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
风”的横幅，演出服装是村民们春节前置办的新衣服……

大年初四，海南省儋州市和庆镇六罗村，本村和周围村
庄的上千名村民聚集于此，欣赏一台延续了 34 年，富有当
地特色的“春晚”。

晚会在村民们自编自导的舞蹈《开门红》中拉开序幕。

小品《幸福是奋斗出来的》、音乐快板《移风易俗树新风》、歌
曲《久久不见久久见》等 20 个节目轮番上演，以小品、舞蹈、
歌曲的形式将生活中的趣事搬上舞台，展现村容村貌、演绎
乡风民俗，凝聚乡土人情。内容既说村里的大事小事，也有
反映当前脱贫攻坚和美丽乡村建设的真实故事。

靠卖猪肉为生今年 38 岁的邓重英参演了客家情歌对
唱《火水情歌》、小品《懒汉扶贫》等节目，“我几乎年年参演，
收获最大的就是越来越自信，走上社会后在任何场合都不
会怯场了。”大专毕业后，邓重英曾在东莞、三亚等地从事设
计工作。2017 年，他回乡学起了烤乳猪的技术，一年后，他
靠着这门手艺开始自主创业，有了自己的新事业。去年，邓
重英的猪肉生意做得越来越红火，年收入从两万元增加到
将近六万元。

六罗村“春晚”发起人之一的邓伟忠告诉记者，六罗村
“春晚”始于 1986 年。1985 底，当年他在县城读初中时，受
到央视春晚启发，回村召集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共同
办起第一届“春晚”，村民们自筹资金排练节目。

“当时没经费，就到每家每户‘化缘’，两块五块的筹措
经费来买道具和装饰品。村里一户家境较好，家里有台录
音机，我们就在她家外面的院子举办了第一届‘春晚’。”邓
伟忠回忆说，第一届晚会的节目大多是即兴表演，村民们
唱唱山歌，拉拉二胡，跳跳迪斯科，一起狂欢。没想到一届
接着一届就举办了 34 年。邓伟忠回忆，有一年村里停电，
村民们举着火把照明，也坚持将整个晚会办了下去。

“我们村的‘春晚’从整体统筹、节目编排、导演、音响、舞
美、化妆、主持人，都由本村人担任。”六罗村村小组组长邓少
宏介绍，今年晚会共有 30 多个报名节目，最终经过筛选有
20 个节目脱颖而出。如今的六罗村，邻里和、民风淳。34 年
不间断的“春晚”，见证的不仅仅是村民们物质生活的改善，
也已成了几代村民的文化印记，甚至成为当地隆重的民俗节
日。

邓少宏介绍，这几年村里通了环村路，引了自来水，危房
改造也全部完成，如今全村仅剩 11 户贫困户，将于今年全部
脱贫。“我们的‘春晚’已成精神食粮，对改善我们村里的邻里
关系，增强村民文化自信作用非常明显。”邓少宏说。

(本报记者李金红、陈碧琪)

海南儋州：延续 34 年的

乡村“春晚”

乡村篮球场上，数名高水平欧美球员带
领本土队员激情鏖战，场边里三层外三层围
满观众。近年来，这种“土洋结合”的篮球比赛
在广西横县频繁上演。

广西横县正在举办第 29 届“茉莉花杯”
乡镇篮球赛，全县 17 个乡镇全部组队参赛。
根据主办方提供的名单，17 支男篮中竟有
11 支邀请了外籍球员参加，其中不乏效力过
NBA、CBA 等职业联赛的运动员。乡村篮球
赛何时变得如此“国际范儿”？一票难求的火
热现状能否推动草根篮球运动向前发展？

洋外援助阵 乡镇篮球赛一票难求

2 月 12 日晚，第 29 届乡镇篮球赛在横
县体育馆开幕，来自全县 17 个乡镇的 17 支
男篮和 8 支女篮队伍悉数亮相，他们将在 6
天内展开激烈角逐。开幕式当晚，可容纳
3600 人的横县体育馆座无虚席，许多群众因
买不到票而懊恼。

“有的村民很早就来排队，3000 多张门
票开卖后很快售空。”横县文新广体局体育股
股长李创愈说。

横县篮球运动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特
别是一年一度的春节乡镇篮球赛，从 1990 年
开始，至今已连续举办了 28 届。28 年来，横
县积极开展各种篮球比赛及文体活动欢度新
春佳节，篮球比赛已形成县、乡、村三级赛事，
深受当地群众欢迎。

为增强比赛观赏性，横县乡镇篮球赛从
2016 年起放开了邀请外籍外援的限制，赛场
上开始出现一些欧美面孔，此后外籍外援的
数量逐年增长。今年受邀参赛的外援中有 30

名美国和非洲球员，43 名国内外援。
“外援加入进一步提高了赛事水平，增加

了比赛激烈程度。”李创愈说。但外籍球员参
赛并非没有限制，每场比赛每队只能同时派
两名外援上场，以此在提高比赛质量的同时，
保证赛事本土性。

连日来，横县体育馆等四个篮球场中连番
上演精彩比赛。一些在户外场地进行的比赛
中，观众将赛场围得水泄不通，有些挤不进去
的人甚至到附近较高的建筑物上观看比赛。

李创愈告诉记者，半决赛和决赛都在横
县体育馆内进行，门票分别为 80 元和 100
元。尽管对县城的消费水平来说票价不菲，但
很多群众为了抢票，早早就带着小板凳前来
排队，可谓一票难求。前几年甚至有“黄牛党”
将决赛门票炒到四五百元。今年外援数量更
多，比赛质量更高，抢票情况可能更加激烈。

“赔本赚吆喝” 乡村篮球队

为何青睐洋外援？

记者了解到，本届横县乡镇篮球赛邀请
到的外籍运动员出场费约为每场 3000 元至
8000 元。这些费用均由各参赛队负责，而各
队又有各自的赞助商，赞助商多为本乡镇的
生意人、“大老板”。斥资赞助乡镇球队，着力
邀请外援，而赛场周边却又几乎不见广告的
痕迹，球队赞助商图个啥？

“为乡亲们的荣誉而战！”平朗乡队教练
兼赞助商负责人黄均任说。平朗乡是横县一
个偏远的乡镇，乡亲们爱打篮球，每年春节都
会组队参加横县乡镇篮球赛，但是多年来从
未打进八强。去年，平朗乡首次邀请了外籍外

援，一举夺得第七名，队员们士气大涨。
今年，黄均任又邀请了两名更优秀的外

籍外援，给球队带来了更大的激励。“我们作
为商会成员，努力赞助本乡镇的篮球队，引进
外援激励年轻人，提高他们的水平，打好每年
的比赛，就是我们的目标。”

黄均任说，他们不仅在乡镇一级的比赛
中邀请外援，村一级的比赛有时也会邀请外
援，让乡亲们在村里就能看到高水平的赛事。

在横县，许多乡村都以篮球赛为龙头，带
动群众开展各类文体活动，提高群众的文化
素养，改善村风民风。不少村民表示，以前过
年回家因为文化娱乐活动匮乏，不少人喜欢
聚在一起打牌甚至赌博；而今，乡亲们聚在一
起打篮球、看比赛，文化活动愈发丰富。

如今，广泛发展农民体育事业已成为横
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
推动体育事业发展只靠政府部门“单打独斗”
不行，还需要社会力量的参与。“近年来，各参
赛队引进的外籍外援水平越来越高，这对整
个横县篮球竞技水平的提高起到了推动作
用，尤其能吸引青少年广泛参与。县里财政力
量有限，我们鼓励更多企业支持、推动体育事
业开展，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格局。”横
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叶保锋说。

市场需求大 洋外援“走穴”

中国乡村篮球赛

在横县乡镇篮球赛的赛场上，多名洋外
援并非是第一次到这里。只要出场费谈得拢，
那么上一年还在为 A 队效力的外援，下一年
就有可能披上 B 队的战袍。洋外援“走穴”中

国乡村篮球赛成为常态。
来自美国的艾伦无疑是本届篮球赛的

“明星球员”，他率领夺冠热门横州队一路
过关斩将闯进决赛。艾伦曾参加过 NBA
选秀并获得了不错的成绩。他来中国 8 年，
从 CBA 打到乡镇篮球赛。“只要有机会我
都会参加，目前基本上走遍了中国的所有
省份。”艾伦说。

艾伦告诉记者，去年他第一次来横县参
加乡镇篮球赛，是由一位曾参加过该比赛的
美国朋友介绍的。去年球队给他开出 5000
元以上的出场费，今年另一个队出价更高。

同样来自美国的扬现年 25 岁，来中国
已经多年，他说自己在中国的主要工作就
是打篮球。从他的微信朋友圈可以看到，扬
已经参加过多个类似横县乡镇篮球赛的比
赛，并且获得了多个冠军。在来横县之前，
他参加了福建南安的男子篮球公开赛并夺
冠。扬说他的出场费是每场 7000 元，如果
其他地方有比赛，随时可以叫他参加。

艾伦说，中国篮球正处在上升阶段，草
根篮球运动发展非常迅速，这给中国篮球
未来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希望。外籍外援的
加入无疑可以给草根篮球带来新鲜的血
液，一方面促进球员间的球技交流，另一方
面，从总体上提高参赛队伍的实力，本身也
是一种激励。

“但目前中国的篮球赛制还不完善，不
像美国，大大小小的篮球赛无处不在，竞争
也非常激烈。未来中国草根篮球也应该朝
着规范化方向发展。”艾伦说。

(记者卢羡婷、潘强)
新华社南宁 2 月 16 日电

17 支乡镇篮球队 11 支引来洋外援
广西横县：乡村篮球赛为何如此有“国际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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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麻山镇幸福村，今年 48 岁的刘剑红（右）和母亲朱
玉莲合影（ 2 月 13 日摄）。他将返回深圳的公司上班，母亲为他准备了腊肉、茶
油、冬笋、霉豆腐等家乡土产。

▲在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腊市镇救塘村，今年 24 岁的易晋（右）和母亲糜
志艳合影（2 月 13 日摄）。他将返回长沙的学校读研，母亲为他准备了米粿、霉
豆腐和红薯丸子等家乡土产。

春节假期结束后，
外出工作、求学的游子
们又要踏上返程之路。
临行前，家中的亲人准
备了各式土产，这些不
仅是家乡的味道，更是
亲情的“味道”。

新华社记者彭昭之摄

新华社哈尔滨 2 月 16 日电(记者王建)
途经 22 个站点，每站必停；全程 410 公里，运
行 10 多个小时；20 多年票价未变，最便宜 1
元，最贵 25 . 5 元；乘客多是林区职工，外出
交通的首选……近日，记者体验了开往小兴
安岭深处的 6272 次绿皮“慢火车”，深切地感
受到“变的是时间，不变的是温情”。

6272 次列车从佳木斯开往伊春乌伊岭
区，已运行 40 多年。乌伊岭区位于小兴安岭
的顶峰，冬季最低气温可达零下 40 多摄氏
度。“多烧点，暖和，5 个车厢的锅炉都是我负
责。”6272 次列车还是锅炉取暖，46 岁的锅

炉工田志利是个老列车员。“20 多年前
我开始当列车员时，就是从锅炉工做

起，如今又捡回来了。”田志利调到 6272 次列
车班务组才两个多月，他用小铁锹一边添煤，
一边掏下面的炉渣。

火车上烧锅炉看似简单，其实有很多技
巧。田志利说，冬季林区较为严寒，为了保持
车内温度，烧锅炉必须做到勤循环、勤检查、
勤添煤、勤清理。加煤每次最好加 3 至 6 铁
锹，添多了不但浪费煤，车厢内的温度也升不
上来，乘客就会感觉到冷。

在取暖锅炉对面是个烧水炉，田志利也
不时添煤。水烧开后，他用小车推着两个接满
开水的大铁桶。“有需要喝开水的拿出来杯子，
随时招呼我，我给大家倒水……”车厢过道里，
田志利推着小车，不停地给旅客倒开水。

“马上到香兰站了，下车的乘客，请做好准
备。”在香兰站，56岁的张文涛背着大包小包上
了车，上车后他马上脱了羽绒服。张文涛是汤
旺河林业局克林林场的职工，常年在外打工。

“这趟列车是服务林区职工出行的便民
车，我经常坐，车票价格便宜，对老百姓来说
特别实惠，特别受林区职工的欢迎。”张文涛
说，林区交通不便，6272 次列车成为林区职
工出行的首选。

张文涛的工友刘金龙在一旁说，这趟穿
行于小兴安岭深处的火车，被林区职工亲切
地称为“铁路公交车”“咱们家的车”。据 6272
次列车长赵明伟介绍，到了秋天，林区职工采
的木耳、蘑菇等山特产品，通过这趟列车卖到

外面，极大方便了林区职工出行。
晚上 9 点 28 分，6272 次列车抵达终

点乌伊岭区，室外零下 20 多摄氏度。其他
列车员都去公寓休息了，田志利还要继续
留在车厢里。“冬季外面太冷，到站后也不
能停烧，否则列车的管道容易冻坏，第二天
车内太冷，乘客也受不了。”夜间每过一段
时间，田志利都要去查看锅炉，确保第二天
早上五点半乘客一上车，就能暖和。

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
司了解到，其管辖内的黑龙江和内蒙古东
部地区共开行公益性“慢火车”23 对，年运
送旅客 700 万人次左右，为偏远地区群众
的出行带来了暖暖温情。

开往小兴安岭深处的幸福“慢火车”

新华社南宁 2 月 16 日电(记者吴思思、
陈露缘、杨驰)14 日零时 15 分，一列动车打
破了夜晚的寂静，停靠在了桂林西站。站台上
一对长相几乎一模一样的双胞胎动车司机邓
新文、邓新武在等候交班。

“今天这趟列车有些特殊。”中国铁路南
宁局集团柳州机务段动车车间一车队党支部
书记黄霜告诉记者，D4723 次动车是从重庆
西开往佛山西的临时加开动车，动车组由柳
州机务段负责运行的时间为零时到 5 时。这
正是为了应对春运返程客流高峰，南宁局集
团公司加开的 18 对“夜间高铁”之一。为了保
证夜间出行的更高安全需求，铁路部门都会
安排两位动车司机值乘。

同样特殊的还有这趟动车的司机邓新文
和邓新武两兄弟，只因他俩是一对眉目非常
相似的双胞胎兄弟，因为夜间高铁，兄弟俩有
了一起值乘的机会，而这也是他们进入铁路

工作后的十年来，第三次一起出乘。
“这是我们第一次一起开夜间动车旅客

列车。”哥哥邓新文告诉记者，“以前都是我把
车开过去，他把车开回来。”两兄弟平常都是
在火车站换班时匆匆见一面，夜间动车的开
行也给兄弟俩带来了一次新体验。“跟弟弟一
起开车，就感觉特别安全，可能也是属于双胞
胎之间的默契吧。”

零时 25 分，做完所有开车前的检查和准
备，动车在夜色中缓缓驶出了桂林西站，向着
佛山方向前进。也没有特别商量，哥哥邓新文
率先坐上了司机位，值乘从桂林西开往佛山
西区段。弟弟邓新武站在一旁，与哥哥一起熟
练进行着开车前的各种核验检查。“注意限
速。”随着动车组显示时速数字的不断升高，
每过一个关键路段，弟弟都会轻声提醒。

“今天是初十，很多旅客从重庆、贵阳上
车，返回广东继续打工、上班。”列车长郑源

说。车厢座位全部坐满，还有一些无座票的乘
客席地而坐，睡眼惺忪。“我们上车了就能睡
觉了，但是司机还要一直开车，比我们辛苦多
了。”旅客吴玉成买的是无座票，一整晚他都
站在驾驶室外的车厢衔接处，也见证了新文、
新武两兄弟的交班过程。

“动车司机夜间的良好状态是安全行驶
的最大保障。”邓新文告诉记者。夜晚驾驶动
车，司机的瞭望距离大大短于白天，这很考验
司机的驾驶技术和精神状态。“在开车前要有
至少四个小时的睡眠时间。”邓新文说，行车
过程中，每隔 30 秒要踩一次警惕装置，以确
认司机的精神状态良好。“如果超时未踩，动
车将自动减速至停车。”

2时 25分，动车平稳停靠在了佛山西站。
虽是凌晨，佛山西站的客流量并未因此而减
少。大量乘客在出站口缓慢往前移动出站。而
与旅客们反向而行的邓新文、邓新武两兄弟，

正匆忙地走向动车组的另一头。“20 分钟后
返程，这是一列 16节车厢并联列车，从这一
头到那一头比较远，我们动作要快。”2时 47
分，弟弟邓新武将车开出了佛山西站。哥哥
在一旁注视了一会儿弟弟的操作后，从背包
里拿出水杯放在弟弟座椅旁边。

夜幕在清冽的空气中逐渐褪去，凌晨
4 时 45 分，返程动车 D4752 平安从佛山返
回桂林。“他们都是三星级司机，几乎没有
犯过错误，开得很好。”黄霜为他们又一次
的夜班安全出行点赞。

今年春运，像邓新文、邓新武兄弟一
样的春运“高铁夜行侠”还有很多。动车上
的乘务员、列车长还有随车机械员，除了
熬夜，还要应对 15 个小时的工作时长。这
个春运，夜间高铁还将继续开行，它们将
带领旅客们划破夜色，开启新一年的追梦
旅程。

双胞胎“高铁夜行侠”守护春运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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