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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岁的滕子豪，跟妈妈差不多高，他
觉得自己已经是大男孩，妈妈能做的事情
他也能做。于是，穿上志愿服务黄马甲时他
信心满满地说：“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滕子豪的妈妈名叫顾娟，是铁路南京
站“158”雷锋服务站的工作人员。近日，经
站里批准，她带儿子来体验自己的工作，并
跟儿子约定找到“一种不一样的快乐”。
　　以“义务帮”为谐音的“158”雷锋服务
站，是铁路南京站专为老弱幼病残孕等重
点旅客提供公益服务的班组，在全国铁路
系统是第一家。
　　从当年靠“上班早到一小时、下班晚走
一小时”义务帮旅客提行李、送站上车，到
现在专班 24 小时在岗、随时接受旅客现
场求助和预约服务，学雷锋志愿服务在铁
路南京站已有 50 多年的渊源。
　　“讲历史孩子需要时间理解，不如亲身
体验来得直接。”顾娟说，在“158 ”工作 6
个年头，她从开始的“不理解这份工作也要
干”，到现在的“漏掉一个细节都要自责半

天”，逐渐理解了“义务帮”的意义，并渴望
让儿子也能感受到。
　　还没开始工作，滕子豪就遇到难题：
N95 口罩让他呼吸困难，护目镜总起雾让他
看不清楚。他小声嘀咕着：“这样戴一天，得
多难受啊！”顾娟帮儿子捏紧口罩的上沿，又
调整了护目镜，小伙子这才踏实下来。
　　服务台前，不时有旅客来问：“进站口
在哪里”“取票在哪里”“几点钟开车”……
滕子豪跟着妈妈边听边记，还学会了在电
脑上查询。没多久，他就能独自应对旅客的
问询了。
　　“这些纸上标着红字，跟老师改作业一
样。”滕子豪对服务台里大沓的工单产生了
好奇。顾娟一边整理工单一边告诉儿子，每
个单子就是一次求助：有怀孕的妈妈、有看
不 到 路 的 盲 人 、有 行 动 不 便 的 爷 爷 奶
奶……用红笔把车次、需求等信息仔细标
出来，拿上这张纸就知道该怎么帮助他们。
　　一位背着大包的老年旅客来服务台借
杯子，顾娟拿了一次性杯子倒上水，把老人

送到站里的沙发上休息。隔了一会儿，滕子
豪走过去问：“爷爷，您的水喝完了吗”“爷
爷，您要坐车到哪里去”……充满关切的童
声，引出了老人开心的笑声。
　　顾娟的步话机里传来呼唤：“需要接送
站的旅客，列车马上进站了。”她推起轮椅，
叫上儿子，就往检票口走，一边走一边把工
作的流程和推轮椅的要点告诉儿子。滕子
豪感觉妈妈的脚步一下子快起来，不自觉
地跟着一路小跑。
　　站台上，70 多岁的姜奶奶已被扶下车，
正坐在行李上。顾娟走到姜奶奶跟前，让儿
子稳住轮椅，拦腰抱扶着姜奶奶并帮她坐上
轮椅，又整理了一下，才缓缓推车起步。
　　一路上，滕子豪向妈妈争取了好几次
由自己来推车，顾娟嘱咐儿子要压住车把、
放慢脚步，才肯在平稳的路面上把轮椅交
给他。看到前面要上电梯或过台阶，顾娟赶
忙把轮椅接过来，慢慢倒退着走。
　　姜奶奶的老伴儿举起手机，给顾娟母
子拍了张照片，感慨地说：“雷锋精神传下

来了，真好！”
　　一趟下来，滕子豪满头大汗。顾娟看着
儿子笑着说：“这就累了？你妈妈和阿姨们
一天要跑三四十趟哩。”滕子豪俏皮地辩
解：“不累，我只是有点喘。”
　　工作间隙稍事休息，滕子豪又活跃起
来，到处走动着找事情做。他对记者说：“我
其实也没做什么，但听到老爷爷、老奶奶对
我说‘谢谢’，很开心、很自豪。这就是助人
为乐吧！”
　　服务站的墙上挂着好几块大铜牌，上面
有“时代楷模”“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等字
样。顾娟指着这些铜牌对儿子说：“这些就像
你的奖状一样，做不好可不行的。”滕子豪
说：“妈妈，我的学习分数要高，您的工作分
数也要高。”顾娟对着儿子认真地点了点头。
　　工作结束时，滕子豪还舍不得脱下志
愿者的黄马甲。
　　回家的路上，滕子豪对顾娟说：“妈妈，
您真了不起，长大了我也要像您一样！”
     （记者杨绍功）新华社南京电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像您一样！”

每分每秒，都是全力以赴
急 诊 科 里 的 新 春 见 闻

　　排骨莲藕汤、江西炒米粉、辣椒炒
肉……每道菜出锅，林时剑都会叫骆琦
过来尝一尝。
　　“是家乡的味道！”每尝一道，骆琦都
要给丈夫点个大大的“赞”。
　　除夕夜，屋内暖意融融，窗外却是滴
水成冰。凛冽寒风呼啸着穿过远处高耸
的发射塔架——— 这里是东风航天城，深
藏于巴丹吉林沙漠腹地，也是这对小夫
妻扎根奋斗的地方。
　　 2022 年春天，骆琦博士毕业来到这
里。一路向西北，眼前的景色从郁郁葱葱，
到满目枯索，再到杳无生迹。“以前听说过
这里的荒凉，我有心理准备，但没有想到
会这么荒凉。”骆琦不禁好奇，守在这里
的，是怎样的一群人？
　　走路永远用小跑，办公室的灯火深
夜通明……“融入工作后，我才发现这是
大家工作的常态。”骆琦说，“每个人都在
为共同的事业努力。”
　　为妻子感到高兴的同时，林时剑也
作出了选择。2022 年夏天，林时剑博士
毕业，经过反复考虑，他毅然放弃大都市
的工作岗位，追随爱人的脚步也来到航
天城。
　　让他没想到的是，到岗的“第一课”
是参观“景点”——— 历史展览馆、“东方
红”卫星发射塔架、东风革命烈士 陵
园……听前辈们讲扎根戈壁、建功创业
的故事。
　　其中，一则“夫妻树”的故事让林时剑
十分震撼：这棵树象征着老一辈航天人的忠诚、奋斗、坚忍、奉
献……也象征着爱情。“能和所爱的人一起为共同的梦想奋
斗，这才是大写的浪漫。”林时剑说。
　　“夫妻树”的故事在航天城还有很多。这个春节依旧坚
守在岗位的李兴东和妻子李存梅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他
们一起亲历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建设初期的艰辛，目睹了
中国空间站的全面建成。
　　 1992 年 9 月 21 日，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正式启动，
代号“921 工程”。作为载人航天的母港，东风航天城如同巨
大的磁场吸引着一批批有志青年接踵而至。李兴东、李存梅
也在其中。
　　“她很有悟性，也很有韧劲。”工作中，李兴东对李存梅
印象深刻。
　　“他个人能力很突出，又很努力，我很佩服他。”李存梅
也对李兴东产生了好感。
　　 1999 年 11 月，神舟一号无人飞船发射，李兴东和李
存梅作为气象预报员一起参与气象保障任务。也是在这一
年，两个年轻人正式携手，开始了共同的征程。
　　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十五号，他们一起见证历次发射任
务的雨雪阴晴，一起分析发射场的风起云落，经历过发射前
突遇极端天气的惊心动魄，分享着任务成功时的欣喜激
动……夫妻俩已记不清这是一起在东风航天城过的第几个
新年了，但对任务中的一个个细节却如数家珍。“我们是夫
妻，也是并肩战斗的战友。”李兴东说。
　　欢笑声和此起彼伏的爆竹声中，夫妻俩早早开始包饺
子，准备年夜饭。“明天还要值班，今天得早点睡。”李兴东说。
　　夜色渐浓，航天城住宅楼的窗子上渐次透出温暖的灯
光，那是无数个“李兴东和李存梅”，无数个“林时剑和骆
琦”——— 灯光如萤火般汇聚，与大漠上空的星光交相辉映。
星星点灯，照亮中国人的飞天路。
       （记者郭明芝）据新华社酒泉 1 月 2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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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郭宇靖）90 后理发师汪梓坤最
近遇到了新“烦恼”。疫情防控转向新阶段后的首个春节，
小伙子返乡的心情格外迫切，但临近除夕，赶来理发的新老
客人却源源不断。一边是接不过来的单，让兜里“越来越
鼓”，一边是急切和父母亲人团聚的喜悦。选择啥时回老
家，成了他“幸福的烦恼”。
　　 1 月 19 日是腊月二十八，记者来到北京蓝色港湾商
区，在他工作的这家理发店里，一排排高悬的红色灯笼，散
发着年味儿。齐整的白色座椅，坐满了正在理发的顾客。
　　一脸白净、帅气的汪梓坤围着工作服走过来，和一名顾
客商量发型。“大家都是趁着店刚开门就赶来的，最近我们
可忙坏了。”他笑着对记者说。
　　老家在江西景德镇的汪梓坤，今年刚满 26 岁，已经在
这里工作了 6 年，成了店里的一把好手。剪发水平高、服
务态度好，让他积累了不少老顾客。
　　临近春节，不少人都想有个新年新“面貌”，但来自天南
海北的理发师急切返乡，让北京的理发店一座难求。
　　“这几天我们都是从早忙到黑，昨天晚上一直到凌晨一
点多才关门。”他一边说，一边查看手机里下一个预订信息。
　　这家开在知名商圈的理发店，疫情转段前一度封控停
业，门店位置也搬到了更小的一个门脸儿。
　　“原来店面虽然大一些，但每个月租金要 13 万左右，
现在只要 6 万多，节约了一半，这个调整帮助我们渡过了
难关。”汪梓坤面色凝重地回忆说，当时大家都很焦虑，感觉
快撑不下去了，甚至有人选择了辞职退出。
　　“但是现在我们扛过来了，节前每天流水都能有五六万
元，人流量也恢复到了 2019 年的水平。”他流露出难言的
喜悦。
　　“剪完这几位客人，下午就坐飞机回老家。”他说，自己
每年回家还要给全村的老人义务剪发，今年要早点回去。
一年了大家都很辛苦，要多给大家服务好。
　　“刚才我妈还高兴地打电话问自己几点能到家，有的老
人等不及都来家里‘排队’了。”他得意的说：“老人们要求也
不高，男的短一点、女的齐整一点就行。所以春节我比在北
京工作还忙咧，一天能剪 30 多个。”
　　和他交谈的一个多小时里，理发店里的客人络绎不绝。
老人、孩子、年轻人，剪发、烫发、染发……几个理发师们忙
个不停，在和客人交谈的微笑间，憧憬着这个春节。
　　“谢谢您的光临，祝您春节快乐！”一位负责接待的小伙
子送走了一位顾客，咧嘴乐着对记者说，春节期间商场不关
门，自己准备就在理发店里值班留守。“这样能多挣几天钱，
把失去的都给它补回来。”
　　年前理发，图个好兆头。新年新气象，一切从“头”
开始。

　　（上接 1 版）春节里的非遗，是新年的
“老味道”，唤起人们的集体记忆与民族
认同。
　　“饭熟咯！打糍粑嘞！”
　　在湖南会同县高椅乡高椅村，村民粟
婷把蒸熟的乌米饭倒进石臼，卖力地舂了
起来。生动的场景吸引了不少游客加入，一
同体验这一当地节日民俗。
　　“我们小时候，过年时家家户户都要打
糍粑。今年过年，我特意带着孩子一起来感
受这种热闹的氛围。”游客林娟说。
　　吃乌米糍粑，听古老傩戏。每逢春节，
村民们还会聚在祠堂里观看傩戏表演，以
此庆祝过去一年的收获，祝愿来年风调
雨顺。
　　“高椅傩戏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随
着社会的发展，傩戏表演也成为旅游项目，
用属于古村的独特方式为游客送上新春祝
福。”高椅乡党委书记胡长春说，我们将守
护好这一文化遗产，赓续传统文化，振兴美
丽乡村。
　　放眼神州，一项项精彩绝妙的非遗项
目助力节日里的乡村活力迸发。
　　河北省涉县张家庄一街村，制作跑马
花灯的工人们延续百年传统技艺，忙着赶
制节日期间的订单；浙江省仙居县金竹溪
村，400 多村民舞起一条 360 多米长的板
凳龙，一派壮观喜庆；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
县思平村，民间剪纸艺人们用一张张福兔

窗 花 ，把 祝 福 通 过 网 络“送”到 千 家 万
户……
　　山川不老，薪火相传。承载民族文化基
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中创新，在创
新中发展，伴着浓浓年味焕发时代新活力。
　　演皮影、做草编、揉花馍……春节期
间，在西安市昆明池·七夕公园举办的非遗
集市和非遗展演活动上，丰富的非遗技艺
吸引了游客驻足观看、动手体验。
　　“今年是兔年，这些小泥兔非常受欢
迎。”泥塑非遗传承人李俊平的展位前站了
不少游客，“通过对传统泥塑的形象和造型
比例进行调整，再结合现代流行元素，这些
泥塑兔变得更加可爱。”
　　令李俊平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开始拥抱传统文化，加入非遗传承队伍，
带来创新思维，让传统技艺更年轻、更有
活力。

文化体验成为新年俗

　　正月初一，中国国家博物馆迎来络绎
不绝的观众。“癸卯金安——— 二 〇 二三新
春展”上的圆明园海晏堂兔首，引人驻足
观看。
　　博物馆里过大年已成为许多人的新年
俗。在位于山东曲阜的孔子博物馆，穿着汉
服样式蓬蓬裙的徐恩多认真制作着牡丹蝶
袄粘贴挂件。她要把挂件用作过年装饰。

　　“春节期间，我们依托馆藏年俗相关文
物举办丰富多彩的展览和体验活动，就是
想让观众到孔子博物馆过个热热闹闹的佳
节。”孔子博物馆副馆长杨金泉说。
　　辽宁省博物馆“玉兔迎春——— 生肖系
列文化展”、河南博物院“十二生肖拜大
年——— 癸卯新春生肖文化”主题特展……
国家文物局数据显示，已有 19 个省份
900 余家博物馆策划推出博物馆过大年相
关展览和活动 2200 余个。
　　新年俗、新年景、新年味，享受春节的
方式越来越丰富。
　　在海南三亚，沙滩椰林迎来又一波旅
游过年的游客。据统计，1 月 8 日以来，三
亚各湾区酒店入住率稳定在 90% 左右。春
节前一周，三亚主要景区日均接待客流
8.24 万人次，同比提升 46%。
　　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局长陈
震旻介绍，春节期间，三亚市组织开展新春
集市、国潮燃派对、音乐集市、海旅免税“贺
新春、闹元宵”促销活动等，给新春旅游注
入活力。
　　除了三亚，成都、广州、重庆、昆明、哈
尔滨等地也迎来大量游客。携程发布的一
份市场预测报告显示，春节期间旅游产品
的预订量同比去年上涨 45%，人均旅游花
费同比提升 53%。
　　新春佳节，有人选择动身前往远方，有
人以书香温润心田。

　　在北京，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等
将除夕夜营业时间延长至大年初一凌晨一
点。大年初二，中关村图书大厦内开展“新
春宫灯 DIY”主题活动。
　　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新闻
出版局局长张爱军介绍，春节期间，全市将
有超过 160 家实体书店开门营业，推出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一系列主题阅读、非遗体
验、民俗文化、直播节目等特色主题文化活
动，为市民朋友奉上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一方银幕，也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陪
伴。大年初一这天，上海的“90 后”影迷连
城足足跑了家附近的 3 家大型影城，看了
多部新片。他开心地说：“选择太丰富，无论
全家出动，还是个人休闲，都能在电影院找
到适合的视听享受。”
　　今年春节档，《流浪地球 2》《满江红》

《无名》《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交换人生》
《深海》等多部影片上映。上海、江苏、福建
等地也纷纷推出惠民活动，鼓励市民观影
过年。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大年初一春节档
首日，我国电影市场总票房超 13.4 亿元。
业内人士预计，春节期间电影票房有望创
造佳绩。
　　吉兔呈祥，癸卯金安。新春佳节，传统在
赓续，乡愁有寄托，精神更富足……神州大
地年味浓郁，满目生机，一幅自信昂扬的崭
新图景徐徐展开。新华社北京 1 月 23 日电

90 后理发师“幸福的烦恼”

　　“医生！快！”1 月 21 日除夕夜 22 时
左右，急救车到达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
院急诊科门口，骨科值班医生梁家畅已准
备到位，将在家不慎摔倒的关婆婆迅速接
往治疗室进行缝合与进一步诊治。
　　春节假期，记者走进广东省中医院大
德路总院急诊科，在这方洁白的天地里，众
多医护人员坚守岗位，守护患者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
　　大德路总院急诊科副主任叶烨在一线
工作了 18 年，记不清多少个春节值班在
岗，“全体医护人员都一样，先是群众生命
安全，其次才是假期团圆。”
　　叶烨介绍，假期前两天急诊接诊量约
450 人，数量趋缓。“虽然接诊量少了，但急
诊科不会有丝毫松懈。出现就诊高峰时，我
们会立即调度人员，减少病人等待时间，每
分每秒都是全力以赴。”他说。
　　梁家畅作为急诊科的一名“新兵”，经

过医院的系统培训，已经可以胜任急诊科
急、快、准的工作环境。第一次在急诊科值
春节班，梁家畅说：“要和病人多沟通，不放
过任何细节，才能找到真正的病因。”
　　春节期间，梁家畅接诊了一名自称髋
骨痛的患者，但在详细查体时，他发现患者
的痛感不对，进一步询问后得知患者有肾
结石、胆结石病史，他将内科医生请来进行
会诊，最终确定患者的问题在内科。
　　叶烨说，医院有一套完整的预案。不仅
科室做了方案，急救队也整装待命，随时准
备应对突发事件。医院成立了由院长张忠
德为组长的巡诊专家组，确保医疗安全和
提升新冠重症患者的救治水平。
　　“所以我们不只是急诊医生值班，而是
整个医院全部科室都在支持急诊救治工
作。”叶烨说。
　　在急诊科工作了 17 年的护士胡英春
节期间正好轮值急诊科护士台分诊导诊，

救护车返程时会提前和她沟通患者情况，
她协调相关科室医护人员紧密衔接。“在急
诊科工作节奏很快，时间分秒都要抢。”
　　救护车刚送来一名哮喘发作的中年男
子，呼吸困难，护士陈桂合快速为患者插上
鼻导管进行吸氧，同时抬高患者上半身体
位，抓住他的手说：“不要怕，大口呼吸，保
持节奏！”在陈桂合的引导下，患者的情况
和情绪都逐渐稳定下来。
　　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张屹介绍，
春节期间，广州市 120 急救指挥系统保持
24 小时应急值守，每日用于保障院前救护
车的运力不低于 200 辆。全市 188 家二级
以上医疗机构发热门诊、急诊 24 小时开
诊，保障市民看病就医需求。同时，成立了
医疗救治多学科专家组和重症机动医疗
队，全力保障重症患者救治。
         （记者黄浩苑）
      新华社广州 1 月 2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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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上海 1 月 23 日
电（记者贾远琨）1 月 23 日，农
历正月初二，东航机务工程师
张海荣伴着晨曦走进机坪，这
里有他的老朋友——— 国产大飞
机 C919 交付东航的首架机。
这是国产大飞机 C919 入列东
航机队后的首个春节。春节假
期 C919 没有飞行任务，张海
荣的主要工作是对 C919 进行
动态停场维护。“今天主要是做
通电测试和 APU 功能的进一
步检查。”张海荣说着已进入到
工作状态。
　　假期之后，C919 还将继
续进行密集验证飞行，为确保
C919 保持良好的飞行状态，
动态停场维护需要对飞机进行
全面检测和保养，两天进行一
次通电测试是重要的工作之
一。机务工程师被称为“飞机医
生”，飞机维护不仅需要面面俱
到，还得细致入微。全机通电
后，张海荣和同事们要对每一

处按钮、设备、系统进行检测，听听声音、看
看亮度、观察状态……一套流程像“望闻问
切”。
　　绕机检查是 C919 平时验证飞行航前
航后的“必修课”，飞机不飞时，绕机检查同
样必不可少。机务工程师们每天 3 人到 5
人一组，从整个机身外观到起落架、发动机
叶片……每一处细节都不放过，确保飞机
随时可正常执行航班。
　　飞机运营对于保障人员来说是一项系
统工程。“每次验证飞行前，除了航前检查，
我们还要熟悉摆渡车操作的远机位、机场
廊桥操作的近机位，在不同机位上一次次
送 C919 出发，每一次都十分激动。”东航
机务工程师许磊说，“我们还向机场、航油
等今后将共同保障 C919 商业航班的兄弟
单位介绍操作流程，演练配合，希望保障队
伍越来越壮大。”
　　其实，除了 C919，入列东航机队的还有
国产新支线客机 ARJ21，为保障好国产飞机
运行，东航专门成立了国产飞机维修部。
  过几天，C919 将迎来兔年第一飞，机
组将前往高温高寒高湿地区继续完成验证
飞行任务，对飞机性能进行全面检验，同时
客舱也将根据验证飞行反馈信息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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