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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23 年 1 月 23 日 星期一
新 春 走 基 层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新年伊
始，万家团圆之时，大江南北许许多多劳动者还在
工作岗位奔忙，用奋斗的姿态画出新春“敬业福”。
　　晨光初露，门窗上新贴的福字闪着金光，
洋溢着喜庆的气氛。大年初一一大早，在中铁
十七局承建的渝湘高铁重庆至黔江段灯光村
特大桥施工现场，50 多名汉、彝职工组成的
施工班组已经开始轮班作业，如火如荼推进
项目建设。
　　搭脚手架、安装模板、浇筑混凝土……彝
族夫妇阿杜夫铁和吉左妹妹忙碌着，他们是
项目现场的钢筋模板工。没多久，夫妻俩的额
头上便有了一圈细密的汗珠。“新年大家一起
干活，感觉身上很有劲。”阿杜夫铁说。
　　同一时刻，在神朔铁路“神华号”十二轴
电力机车驾驶室内，中铁十六局铁运公司电
力机车指导司机张瑞鹏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前
方信号灯，手中干脆利落地拉下操纵杆，满载

“乌金”的列车缓缓提速。
　　春节期间，全国各地迎来用电高峰，正是
各条电煤运输线最为繁忙的季节。为保障春节
期间能源供应，张瑞鹏和 300 多名工友们毅
然选择坚守在神朔铁路运输生产一线，将神府
东胜煤田产出的煤炭源源不断运往全国各地。

　　把职责放在心头，用劳动诠释坚守，这
是许多劳动者的假日写照。
　　在寒冷的内蒙古西部，中铁十九局承
建的集大原铁路尚山隧道 540 米深处的
掌子面，150 多名施工人员有条不紊地推
进隧道掘进工作。
　　“尚山隧道围岩多变，地下水丰富，对
施工工艺和工期控制要求很高。我们春节
不停工，确保工程进展和安全质量。”中铁
十九局项目负责人田学志说。集大原铁路
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
网呼南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加快工
程建设，建设者在春节期间成立施工突击
队，全力坚守施工一线。
　　春运期间，陇海线咸阳渭河大桥比平
日更加繁忙，每天 30 多趟列车飞驰而过。
列车频次增加，对线路设备磨耗增大，给设
备检查提出了更高要求。
　　新年伊始，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公司
西安工务段女子检查组的姑娘们来到陇海
线咸阳渭河大桥，对大桥近万个零配件进
行检查，查看螺栓、扣件是否松动，趴在钢
轨上看线路高低、轨向和道床状态是否良
好。冬日的渭河水早已结冰，桥面的风冷得

让人瑟瑟发抖。
　　一身黄棉袄，一双皮手套、头戴“雷锋
帽”，她们提着道尺和检查锤，在室外零下
十几度的线路上，一走就是十几公里。“辛
苦是辛苦，但能够守护铁路干线安全，辛苦
也是值得的。”“90 后”李爽说。
　　穿好绝缘服，操作斗臂车升上 10 余
米的高空，对导线进行遮蔽、包裹、隔离，拆
除 老 化 的 开 关 引 流 线 ，更 换 组 装 新 开
关……初一清晨，国网湖州供电公司带电
作业班班长金渊带领工友们在 10 千伏溪
工 202 线开始带电抢修工作。
　　零度左右的寒风中，他们的脸冻得通
红。参加工作以来，这是金渊在带电作业岗
位春节假期值班的第 17 个年头。
　　“我们的工作职责就是保障用户 365
天用电稳定，不管风吹日晒还是白天黑夜，
抢修电话一响就得立即出发，所以对我们
来说没有节假日的概念。”据金渊介绍，春
节假期，为了保障群众安全用电，带电作业
班 24 小时值守岗位。
　　虎去兔来万象新，正是奋进好时节。
　　除夕夜，中铁十五局深汕科教大道北
段地下管廊内施工现场灯火通明。就地过

年 的 5 0 名 工 人 坚 守岗位，2 4 小时分组
施工。
　　科教大道路面主路已经提前 8 个月实
现通车，但在看不见的地下，作为城市“大动
脉”的地下综合管廊依然还在进行着最后的
施工。“综合管廊将电力、通信、供水等各种市
政管线全部入廊，改善城市空间，但施工难度
也同比加大。春节期间，我们要保质保量加快
工程建设。”项目专职党支部书记李斐说。
　　春节假期，南京应天大街长江隧道车辆
川流不息，预计平均每天车流量在 10 万辆
左右。“我们坚守现场，全力保障通行安全。”
中铁十四局电气化公司南京管养项目负责
人吕宗泰说。
　　在隧道养护的“神经中枢”隧道中控室
内，记者看到，专业工程师 24 小时备勤，时
刻监控隧道车流情况，一旦发现隧道内车辆
出现抛锚和交通事故时，立刻联系救援车辆
和人员前往现场救助。
　　为美好生活添砖加瓦，为家国建设贡献
力量。新年起笔之际，一位位平凡而又不平凡
的劳动者，用奋斗书写新起点、点亮新画卷。
  （记者樊曦、王优玲、谢佼、李晓婷、潘晔、
丁怡全）   新华社北京 1 月 22 日电

他们，用奋斗画出新春“敬业福”
　　人潮再现的福州火车站，伴随
着车站的广播声，1000 多名旅客
陆续登上了 K1268 次列车。
　　这趟从福州开往重庆北的火
车，是在闽的川渝等地农民工最为

“钟爱”的返乡列车之一。农民工兄
弟们这一年过得怎样？对来年又有
什么打算？春运期间，我们一同登上
K1268 次，听听老乡们的新年心声。

“这一年，不容易”

　　“已经上车喽”“一切平安”“明
天中午就到”……伴随汽笛声响起，
K1268 次列车的硬座车厢里渐渐
热闹起来，背着大包小包的乘客们
一边寻找落脚的地方，一边扯着嗓
子向电话那头的家人报平安。
　　这是郭观林来福建的第九个年
头了。这个年近六旬的广安老汉，干
过保安、进过工厂，如今在福州的一
家箱包厂里打工。对他而言，过去这
一年并不轻松。由于外贸形势不景
气，他所在的箱包厂效益下滑，年底
夫妻俩理了理工资单，只攒下来三
万多元。而前些年，两口子一年可以
有八万元左右的结余。
　　列车疾驶，拥挤的硬座车厢里，
工友们聊着天南海北的故事。许多
人都感慨，疫情反复影响下的 2022
年，“真是不容易”。
　　 2022 年，不少建筑工地受到
疫情的影响，也波及打工人的钱袋
子。周爵伍和妻子是工地上的一对

“夫妻档”。去年下半年在疫情影响
下，工地三个月没开工，两口子在出
租屋里闲得心发慌。“家里两个儿
子，为了他们结婚能有套新房，怎么
也得再拼一拼。”周爵伍说。
　　今年夫妻俩攒下的钱不多，但周爵伍没有气馁，早
早联系工头为明年做准备。“现在还不确定返工后还能
不能在这个工地干，没有还得继续找下家。”周爵伍说。
　　来年的工作、欠薪的苦恼、裁员的担忧……车厢
里，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过去一年的酸甜苦辣。
　　“虽然挣得不多，但老板没有裁员，我们就要坚持
下去共渡难关。”郭观林说。

“这一年，很温暖”

　　在福建，有 100 多万四川籍务工人员。拔地而起
的高楼、灯火通明的车间，都有他们默默奉献的身影，
而他们也在这里感受到家的温暖。
　　来自四川达州渠县的唐小洪早早赶来火车站，这
是他时隔七年又一次返乡过春节。列车才刚刚启程，他
就迫不及待地和家人通电话。“今年看爸妈老了不少，
寻思着不管挣多少钱，都要回去陪陪家人。”唐小洪说。
　　这趟 K1268 陪伴唐小洪往返多年，见证了他的

“打工足迹”。不同的是，今年在当地商会的帮助下，他
和妻子都拿到了免费车票，能省下来五百多元。上车
时，福州火车站还为他们赠送了爱心防疫包，给大家戴
上了御寒的红色围巾，这让他们感受到阵阵暖意。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四川达州驻福州农民工服
务站站长邓仁锋说，福州火车站与四川省人民政府驻
厦门办事处联合举办了“畅通春运返乡路活动”，开行
免费务工返乡专列，260 多名老乡拿到了免费车票。
　　常玉凤与王兴琴也都拿到了免费车票，作为四川渠
县老乡，两人在泉州晋江一家玩具厂一待就是 20 多年。
常玉凤感慨，出门在外，最温暖的除了有家乡人的陪伴，
还有工厂的照顾。今年厂里效益不好，但到了岁末，老板
还是给大家发红包鼓劲，甚至还往自己 80 多岁的母亲
手里塞了一个。常玉凤说，相伴 20 多年的工厂已经成了
半个家。在这里，外地员工和本地人一样可以慢慢走上
管理岗位，这让她感到，流水线虽然枯燥却并不冰冷。
　　列车上，许多人与常玉凤有着共同的心声。年轻
时，他们挎上行囊，跟随列车来到异乡，在工厂与工地
里度过青春。过去一年虽然艰辛，但总有温暖让他们选
择坚守在此。

“去远方，归故乡”

　　拥挤的 K1268 次列车中，一眼看去，多是中老年
人。从几十年前背上行囊，奔赴沿海打工，到如今儿女
逐渐长成，很多农民工开始面临继续漂泊与回归故乡
的又一次选择。
　　操劳大半辈子，不少农民工最终还要回到自己出
生的地方。他们或在家乡的城区购房落户，或在农村老
家建造新房。王本轩的孩子去年大学刚毕业，在成都一
家互联网公司工作，有着稳定的收入。一个人在福州
时，他常常畅想“退休”后的日子。
　　“虽说农民工没有退休的概念，但过些年孙子出生
了，老在外面漂也不是办法。”王本轩所在的村子近年
来经过农田改造、退林还耕，村容村貌大为改观。离开
土地大半辈子的他，倏而发现，田园牧歌的生活还是自
己更加向往的归宿。
　　与自己父母相比，远方还是故乡，下一代人拥有了
更多的选择。
　　在这支返乡的队伍里，来自四川达州的“95 后”黄雪
是为数不多的年轻人。作为“福漂”二代，她在福州度过了
中学和大学时光。黄雪说，与走出大山的父辈不同，接受
过高等教育的这代务工人员子女，不再只是囿于工厂、工
地或是故乡的农地，她们拥有更多尝试的勇气和能力。
　　来福州久了，黄雪不仅成了不怎么吃辣的川妹子，
有时候还会跟老乡科普起福州的俚语，“七溜八溜不离

‘虎纠’”。如今，她在福州开了两家美容店，希望用自己
的力量，让操劳大半辈子的父母早点退休。
　　从天色微明到夜色苍茫，2000 多公里的距离，26
个小时的硬座，是远方，也是故乡。K1268 次务工返乡
专列，满载“打工人”驶向日夜思念的家乡。
        （本报记者邰晓安、吴剑锋、周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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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20 日，农历腊月
二十九，在重庆市巫山县竹
贤乡下庄村，全村 126 户的
村民代表聚在一起观看“村
晚”演出，吃百家宴团年饭，
共话下庄村发展变化。与往
年不同，这次百家宴上的年
轻人越来越多了。
　　地处秦巴山区腹地的下
庄村，四周被千米绝壁合围，
犹如陷在天坑中，因此又被
叫作“天坑村”。为了摆脱贫
困，1997 年开始，时任下庄
村村委会主任毛相林带领村
民用 7 年时间在绝壁上凿
出了一条出山公路。
　　近两年来，下庄村获得
了很多荣誉，这些荣誉又转
变成发展的动力。全国脱贫
攻坚楷模、下庄村党支部书
记毛相林说，下庄村正全力
推进“乡村振兴示范村”“乡
村旅游重点村”“党性教育基
地村”建设。村民的房屋进
行了升级改造，入户道路得
到了硬化，产业发展已初具
规 模 ，美 丽 乡 村 建 设 初 见
成效。
　　百家宴上，村民们发现
了一个现象：很多年轻人都
回家乡过年了。
　　 26 岁的沈玉全是修路
英雄沈庆富的儿子。父亲修
路牺牲后，他坚持读书，长大
后走出大山，外出务工。目
前他在苏州工作，年收入 5
万多元。同样通过下庄天路
外出求学、参加工作的蒋宗
菊和杨宏等，也纷纷赶回下
庄村，与老人们一起过春节。
　　“父辈为我们打开了通
向外面世界的路，才有我们
今天的幸福生活。”沈玉全

说，“等我们创业成功后，一定会回报家乡，为
下庄更加美好的明天做出贡献。”
　　如今的下庄村，美丽民居成为乡村旅游
打卡地，千亩柑橘结着金黄的果子，村民人均
年收入超过 2 万元，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
下庄变成了“康庄”。面对家乡的巨大变化，
许多外出务工的年轻人不仅乐于回家过年，
有的还留在了家乡创业。
　　村民陈祖英年轻时参与过修路。后来，
为了让儿女在县城上学，他们一家搬到县城，
开了个小饭馆。如今，儿女大学毕业，陈祖英
又回到下庄村将老屋翻新，开起了下庄村第
二家农家乐，日子越过越红火。更让她高兴
的是，去年 3 月，她的女儿袁孝鑫也回来了。
　　大学毕业后，袁孝鑫曾在重庆市的互联
网公司工作。回到村里后，袁孝鑫在下庄人
事迹陈列室当讲解员，并担任村里“政策宣讲
服务队”副队长，负责向村民们解读政策文
件，宣传村规民约。此外，她还有自己的一番
计划：把老房子改造成咖啡馆，再把家乡的手
工艺品卖出去。
　　“好多年没见过这样的热闹年，没看过这
样的大戏，这就是幸福啊。”71 岁的村民陈正
凯高兴地说。从当年他参加修路，到如今下
庄村的发展变化，点点滴滴都看在眼里，记在
心头。现在，他的儿子在山东务工，月收入
7000 多元，自己在家种植柑橘，收入也
不错。
　　“最大的变化，就是房子变漂亮了、公路
修宽了、产业发展起了，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
好。我儿子也看到这么大的变化，说不定什
么时候就回家乡了。”陈正凯说。（本报记者赵
佳乐，参与采写：卢先庆、鲁作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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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旦老人的儿孙们在一边弹扎念琴一
边跳舞（1 月 22 日摄）。
  在位于西藏日喀则拉孜县扎西宗乡杂村
的家中，次旦老人一脸幸福的微笑，家中小辈
正轮流上前和她行碰头礼。
  今年，日喀则藏历农家年和春节“巧遇”
同一天，虽习俗不同，但年味皆浓。次旦的儿
孙早早开车去县城采买了年货，儿媳妇们在
家准备过年吃的羊头、切玛等传统特色美食。
家中的第四代，次旦老人的重孙子和重孙女
们，则穿上了漂亮的藏装，头戴绿松石点缀的
头饰，在家中欢快地跑来跑去。

  “这样的日子，以前想都不敢想。”
1943 年出生的次旦老人，在民主改革以前
是“差巴”（领种份地，向农奴主支差役的
人）。各种名目繁多的差役、赋税榨干了次
旦家的收入，剩下的部分只够勉强生活。
  那时候，次旦最害怕下雨下雪，因为家
里住的低矮土坯房四面漏风，屋顶漏雨。屋
里没有床，睡觉时就在地上铺一张毛已经
掉光的破毯子。下雨之后，家里地上泥泞不
堪，毯子常常浸在泥巴里。
  “小时候过年也有羊头、切玛可以吃。”
次旦老人说，“但和今天不同的是，即便是

一年中最丰盛的一顿饭，我们也只能吃两
口尝个味道，没办法敞开肚子吃饱。”
  1959 年，雪域高原开启波澜壮阔的民
主改革，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
被彻底废除，次旦一家也迎来了春天。
  “眼瞅着，生活慢慢好起来了，也变富
起来了。”次旦老人说。如今，她家已是四世
同堂，尽享天伦之乐。一家 11 口人住在新
建的二层小楼里，生活富足，无论雨雪风
霜，都再无饥寒与匮乏。

     新华社记者孙非摄影报道

一 位 翻 身 农 奴 的 四 世 同 堂 幸 福 年

　　“叮”的一声脆响，伴着语音提示，屏幕上
的弹窗不停闪烁——— 热线平台有待接听的来
电。一个念头在宋毅心里划过，会不会是
2022 年春节打进电话的那个女孩？宋毅没
再多想，只是稍稍调整下呼吸，很快进入工作
状态，接通了电话。
　　 1 月 21 日，农历壬寅虎年的最后一天。
山东省济南市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的
心理咨询师宋毅，与 2022 年一样选择在岗
位上辞旧迎新。她所坚守的地方，是济南市
24 小时学生心理关爱热线的接听座席。
　　电话里是一个男孩的声音。“是跟父母吵
架了吗？”宋毅轻轻问道。她一边仔细倾听对
方讲述，一边在笔记本上写下几个关键词。
原来，男孩子与家里人因为年夜饭的细节起
了矛盾。左思右想、心绪难平，男孩就想起来
打这个热线，把心里的不愉快讲出来。
　　“起因听上去不是大事，但就是一时过不
去心里的坎。他在电话里也说，知道打电话
改变不了什么，只是想找个人说一说。”宋毅
告诉记者，自己在这里值守，有时就像一个

“树洞”，等待人们把郁结于心的不愉快的事

情讲出来、放进“树洞”。
　　这条 365 天无休、24 小时有人值守
的热线，不只是“树洞”。济南市教育局思
想政治工作处处长王翔宇说，截至 2023
年 1 月 16 日，热线开通的第 936 天，平台
已累计接听来电 2.6 万余通、总时长超过
17 万分钟，核心团队及时介入化解数起重
大心理危机。“它是‘树洞’，也是情绪的‘哨
站’，更是心理健康的‘120’。”
　　“不光是接到本地来电，我们还接到过
来自黑龙江、宁夏、新疆等 13 个省区市的
心理求助电话。”济南市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指导中心执行负责人张海霞说，目前中心
的核心团队共有 6 人，还有 60 余位在职
心理教师组成的志愿者队伍，大家既参与
接听求助电话，也会在线下开展心理健康
服务。
　　电话两端，两位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却
要将心事托付、消散心结。每一通拨入的
电话，都代表着希望与信任。从事心理健
康教育近 20 年的张海霞说，这 900 多天
团队过得并不容易，只为不愧对这份来自

陌生人的期许。
　　“2022 年的年底，我们熬过了最艰难
的时刻。几位心理咨询师接连出现发烧、
咳嗽等症状，不得不临时抽调志愿者补位。
那段时间，也正是学生、家长需要心理疏导
的高峰。”张海霞说，接入心理求助电话 90
余通、通话时长 8 个多小时的单日最高纪
录，便是在那时创下的。
　　这条热线已成为济南市“全员育心、全
心育人”全面推进学生心理健康提升行动
的重要载体，串联起医卫、公安、妇联、社工
等多方力量，也承载着心理咨询师们的思
绪牵挂。
　　“ 2022 年春节，那个高二女生的电
话，我一直记着。她因为父母不和，在万家
团圆时面临着有家不想回的窘境。”宋毅
说，自己当时虽尽力劝慰女生放眼长远、相
信未来，但一年之后依然惦念着她的近况。

“还有几个月就要高考了。只是想问问她
好不好，再给她鼓鼓劲。”
　      　（记者萧海川）
     　新华社济南 1 月 22 日电

谢谢你，电话那端的陌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