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一段钢轨探伤仪显示波形异常，再

走一遍……”

“这个位置，打个记号……”

在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秦皇

岛西工务段西张庄探伤车间，有一支女子

探伤队。39 岁的谢小伟（上图。本报记者

史自强摄）是这个名为柳村女子探伤工区

的工长。

清晨四五点钟，天还没亮，谢小伟就得

起床，迅速赶往工区。她和同事们得推着

两台 100 多斤重的探伤仪，沿着 6 公里长的

钢轨走上六七个小时，目的是给钢轨做“B
超”，发现肉眼无法察觉的“内伤”。

大秦铁路是我国第一条双线电气化重

载铁路，也是“西煤东运”的动脉。柳村女

子探伤工区承担着大秦铁路港站、柳村、秦

东三大站场共计 118 公里线路的钢轨探伤

任务。这一区域坡道多，钢轨侧磨严重，探

伤难度大，工作强度高。

抬起一部探伤仪什么感觉？到工区工

作不久的祖希格说，“我第一次尝试抬起

它，竟纹丝未动。”

走在作业轨道上，谢小伟和同事们一

路紧盯仪器，一旦发现异常，马上进行复

检。每隔十几分钟，作业轨道或是相邻轨

道，就会有列车通过，一接到通知，她们就

得立刻抬着探伤仪下道避让。有的路基坡

度大，空手上下都费劲，更别说抬着沉重的仪器。

“每个人腿上都被磕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有时甚至会被探伤仪带

得摔倒。”谢小伟说，“每次工作完，胳膊像是绑了两个大秤砣，抬也抬

不起来。”

户外工作，夏天烈日暴晒，汗水把衣服湿透；冬天冷风直吹，手冻

得发僵。都说女人天性爱美，谢小伟和同事们包里的“化妆品”却与

众不同：创可贴、红花油、藿香正气水……“再累的活儿，也得有人

干。而且咱干就得干好！”曾经在军营有过两年历练，谢小伟十分懂

得担当。

2006 年，脱下军装的谢小伟来到离老家山西几百公里远的秦皇

岛。作为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唯一的女子探伤工区，2007 年，柳村

女子探伤工区成立。经过筛选，谢小伟成为首批成员之一。 2014
年，又因为表现出色，她成为柳村女子探伤工区的第五任工长。

“当好一名探伤工，既需要好体力，更需要好技术。要精准判断钢

轨内部裂纹大小和位置，必须有过硬的功底。”谢小伟说。多年来，她

不断钻研探伤技术，总结隐患伤损规律，带着同事制定了《一日探伤作

业标准程序》和《探伤风险防控流程图》。她还自创钢轨探伤“病案化”

管理模式，为每一段钢轨、每一组道岔建立“户口本”，工区的 274 组道

岔数据，她烂熟于心，做到了“一手精、一口熟、一摸准、一考通”。

去年 2 月底，在 10 天时间里，谢小伟带着同事们在煤三期环线连

续发现 3 处伤损，紧急上报给线路车间，及时消除了隐患，避免了事

故发生。“每逢这个时候，就觉得自己的辛苦特别有意义。”谢小伟说。

14 年中，女子探伤工区安全监测 1.2 万公里线路、2 万多组道岔，

准确判定伤损 800 多处，做到了零违章、零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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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常年缺水的黄土高原上，涝 池 是 人 们 面 对 自

然 的 智 慧 结 晶。那一池池碧水，承载了几代人的记

忆，见证着农村的喜人变化。

听老人讲，村里的涝池是用汗水浇出来的。那时

候，男人们手握农具，一铁锨、一镐头地挖，妇女们则用

簸箕、编织笼向外运土，经过近一周的劳动，涝池终于

建成。到了夏天，涝池就发挥出作用：大雨后，水面抬

高，用水问题得到缓解。

小时候，爷爷常常带我到村尾的涝池旁玩耍。在

炎炎夏日，有的乡亲晌午便会来涝池旁乘凉，微风裹着

水面的凉意，令人顿感舒坦。下午，妇女们拿着搓衣板

陆陆续续来到涝池，她们一边洗衣服，一边拉家常，水

边不时传来笑声。傍晚时分，放牧的牛羊从山上归来，

进村后在此喝足了水，被主人带着徐徐回家。在清脆

悦耳的铃铛声中，整个村庄渐渐入眠。

后来，村里的条件一天天变好，家家都通上了自来

水，女人们不再去涝池洗衣服了。涝池渐渐失去了原

有的作用，最终成为平地，消失了。

伴随着乡村振兴的号角，村里开始修建新涝池

了。在新选的地址上，挖掘机上阵，半天工夫，涝池

已初具轮廓。之后，陆续铺鹅卵石、修台阶、设保护

围栏，涝池周围还栽植了花草树木。一旁的休闲广

场上，健身设备齐全，还有供休憩的长凳。一度消失

在记忆里的涝池，换上了崭新的容颜，焕发着勃勃生

机，又回到了我们身边。每到傍晚，乡亲们聚集在这

里，小孩子追逐玩闹，妇女们踩着节奏感十足的音乐

跳广场舞，老人们安坐着欣赏这热闹的场景……微风

拂 过 ，清 澈 的 水 面 泛 起 层 层 涟 漪 ，柳 枝 随 风 轻 轻 摆

动，护坡上的青草郁郁葱葱，娇艳的花朵芬芳阵阵，

几只小鸟从天空中掠过，好一派生态和谐的新时代

乡村图景！

如今的涝池，就像一颗镶嵌在村庄上的绿宝石，成

为春来赏花、夏去乘凉、秋话丰收的场所。它见证了黄

土高原上老百姓的辛勤劳作，也将继续见证乡亲们越

来越红火的日子。

（作者为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民政局干部）

村 里 涝 池

新 变 化
李玉琦

本报北京 11 月 17 日电 （记者刘毅）11 月 16 日，中国气象局联

合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和国家邮政局，共同印发《“十四

五”交通气象保障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明确到 2025 年，聚焦公

路、铁路、内河水运、海上交通、多式联运五大重点方向，基本形成多

部门协同规划、协同部署、协同实施、协同保障的综合交通气象服务

格局。

《规划》要求，各部门要以保障服务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

设为主线，建立健全面向需求、点面结合、特色突出、深度融合的现代

交通气象保障服务体系，有力支撑交通强国建设。

《规划》指出，要构建交通气象精密监测系统，设计交通气象观测

网布局方案，建立健全交通气象观测系统，提升交通气象观测装备保

障能力；开展交通气象灾害风险普查，编制交通气象灾害风险区划；

打造高质量交通气象服务体系，增强基于影响的精细化交通气象服

务供给；提升交通气象服务支撑能力，构建全国一体化交通气象大数

据集和交通气象业务支撑系统；推动交通气象科技创新，加强交通气

象标准化体系建设；强化“一带一路”综合交通运输气象保障，提升陆

运交通及物流气象综合服务和海上交通气象保障能力。

《“十四五”交通气象保障规划》印发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今年 1—8 月，农

村地区包裹和快递的收投量超过 280 亿件，

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30%以上，带动农产品进

城和工业品下乡 1.4 万亿元。快递网络延伸

到村，有效衔接农户与市场，激活农村地区

消费潜力，对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快递进村”工程持续推进，围绕困扰

村民收寄快递的难点、堵点，各地探索快递

进村新模式、新方法，取得了扎实成效。

邮路通到家
网购更方便

“以前快递只能送到镇政府，坐船去取

来回 10 块，还得凑齐 40 人才开船。”对贵州

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牂牁镇沈家村村民陈

玉伦来说，取快递是个需要精打细算的烦

心事。

取快递不方便，网购自然就没有太大

吸引力：“体积大的得另找车拉，水果、海鲜

到手说不定已经变质了，所以除了偶尔上

网买件衣服，其他的很少买。”陈玉伦说。

沈家村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又被江

水阻隔，虽然到镇政府直线距离不到 10 公

里，但是开车得多绕两个乡镇，走一个半小

时山路。快递进村，如何破题？

“村头的牂牁江变成邮路了！”得知这

个消息，陈玉伦很兴奋。今年 4 月，在邮政

公司帮助下，快递可通过水路，直接运到村

头码头，“村民没有不叫好的！”陈玉伦说。

像沈家村这样的村寨，为何快递进村

这么难？除了位置偏远、运输成本高外，业

务量较少、无法长期有效运转也是主因。

“只要百姓有需求，我们就要想方设法

满足。”六枝邮政分公司副总经理赖光武

说，“沈家村那片有 7 个村，我们每周定期租

船把快递运过去，抵达码头后要么打电话

通知取，不便来取的就放在邮政公司在村

里设置的代取点。”

快递进村，村民的烦心事解决了，但是

租船送快递的成本不低，能否长久维持？

赖光武算过，仅沈家村周边，一个月船费就

得 6000 元以上，再加上陆上运输、人工费，

仅靠快递业务很难回本。

“除 去 信 函 、包 裹 寄 递 和 报 刊 订 阅 发

行，许多邮政网点还有邮政储蓄、代收费等

业务，靠这些业务收入支持快递进村。”赖

光武说，公司还将乡村车主、网格员纳入投

递员管理范畴，协助解决快递进村难问题。

目前，六盘水市邮政分公司已实现全

市 114 个乡镇邮政服务全覆盖。六盘水市

邮政管理局还采取快快合作、邮快合作等

方式，助推快递行业服务乡村振兴。

前些天，陈玉伦花了 500 多元，给孩子

网购了作业本、辅导教材和几件衣服。“再

往前，我还在网上买了冰箱呢。邮路通到

家，网购更方便！”

“组团”来入驻
站点稳得住

“我这儿平均每天光派件就有 200 多

件！”河北省邯郸市成安县化店村的一家临

街超市里，34 岁的王俊玲熟练地从货柜上

帮村民取下包裹。

王俊玲经营的这家小超市，如今也是

村里的快递综合服务中心，入驻了包括邮

政快递在内的 6 家快递公司。“这么多家快

递同时入驻，现在我这儿可是全村人气最

旺的地方，生意很红火！”王俊玲说。

可 就 在 去 年 ，王 俊 玲 一 度 想 关 门 停

业。为啥？快递量小，超市客流量少，入不

敷出。

2017 年底，王俊玲在村头开起了小超

市。当时，化店村还没有快递站，村民们取快

递得到七八公里外的镇上。为了吸引客流，

王俊玲和成安县邮政分公司达成合作，在超

市里设立邮政快递代收站点。“不仅方便村

民，自己还能创收，一举多得。”王俊玲说。

代购商品、代缴费用、寄递快件……邮

政快递站点的设立为超市带来了人气，王

俊玲的收入也见长。可是，随着网上购物

和网上缴费越来越方便，代购代办需求下

降，快递量每天也只有几十件，快递小站点

经营一度陷入困境。

“农村地广人稀、业务量相对较少，运

营成本比较高。”邯郸市邮政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针对进村快递站点运营难题，市

邮政管理局推动邮快、快快合作，实施主要

快递品牌联合进村。“联合进村可以快速增

加进村站点的业务量，提升站点生存和服

务能力，从而更有效推动‘快递进村’全覆

盖。”该负责人说。

2020 年 4 月，圆通、申通等 5 家快递公

司“组团”入驻王俊玲的超市，快递小站点

升级为快递综合服务中心。为了扩大经营

规模，王俊玲把一旁的店面也租了下来。

快递量稳步增加，超市生意也日渐红

火。“在快递的带动下，我这小超市现在每

天营业额有 2000 元以上。”王俊玲说。

“乡 村 快 递 站 点 要 建 得 起 ，更 要 稳 得

住。”邯郸市邮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市

邮政管理局正探索建立快递进村的长效工

作机制，助力乡村快递站点实现“经营好、

能长久”。

智运即时送
省时又省心

“打包好蜂蜜，得到镇上寄，一来一回

近 40 分钟，耽误干活！”江西省赣州市安远

县鹤子镇杨功村的蜜蜂养殖户郭爱金说，

以前自己经常为寄蜂蜜而发愁。

自从村里建起了智运快线，郭爱金的

烦心事迎刃而解。

在杨功村的智运快线基站里，郭爱金

的蜂蜜包裹整齐摆放，工作人员正有条不

紊地往“穿梭机器人”里装包裹。机器人在

索道上高速行驶，不一会儿包裹便到达了

鹤子镇的智运快线分仓。“寄快递省时又省

心。”郭爱金说，智运快线建到家门口，自

己发展蜜蜂养殖的信心更足了。

“村民可以随时随地在智运快线基站

里收寄快递，快递费也便宜了不少，方便实

惠。”鹤子镇副镇长钟灿辉说，如今在鹤子

镇的田间地头，经常能看到智运快线上的

“穿梭机器人”忙碌的身影。

建设智运快线，是安远县破解乡村物

流配送堵点、助力“快递进村”的新举措。

在低空架设钢索，云端系统控制穿梭机器

人在索道上运输货物，可以装载快递 100
公斤，速度最高可达 60 公里/小时……安

远县引进智运快线这一新型智能化、轻量

化、无人化运输系统后，农产品外运更加

便利。

“可以 24 小时进行配送，实现县域内

随 时 发 送 、一 小 时 到 达 ，直 接 成 本 仅 为 3
到 5 元。现在，越来越多的农产品通过智

运 快 线 的 中 转 送 达 全 国 各 地 。” 鹤 子 镇

电 商 运 营 中 心 工 作 人 员 曾 镇 宇 介 绍 ，安

远 县 智 慧 物 流 运 输 快 线 拥 有 1 个 县 级 物

流 中 心 、18 个 乡 镇 物 流 站 、152 个 村 级 收

发 点 ，线 路 全 长 约 600 公 里 ，全 线 预 计

2022 年 完 工 。 项 目 建 成 后 ，可 实 现 县 乡

村 三 级 城 乡 物 流 网 络 节 点 间 即 时 运 输 ，

满足城乡物流“少批量、多批次、多品种、

长距离”运输需要，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

配送。

目前，安远县南线鹤子镇智慧物流运

输快线“村村通”工程已经投入使用，给群

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脐橙、百香果、

红蜜薯等当地特色产品，通过智运快线“出

山”。“预计今年全县电商交易额将突破 25
亿 元 ，快 递 单 量 由 1600 万 单 增 至 1900 万

单 。”安 远 县 电 商 服 务 中 心 副 主 任 陈 钢

金说。

各地多措并举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

快递进村 农货出山
本报记者 苏 滨 邵玉姿 王 丹

■倾听
解决群众烦心事

R
核心阅读

为了方便老乡网购取
货，促进特色农产品便捷

“出山”，针对困扰村民收寄
快递的难点、堵点，各地加
快补齐农村地区快递物流
配送体系短板，通过新开邮
路、升级乡村快递服务站
点、引进智慧物流运输快线
等方式，打通快递进村“最
后一公里”，回应百姓需求，
为民服务解烦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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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编：朱 伟 臧春蕾 张伟昊

本报北京 11月 17日电 （记者张璁）近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

化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印 发《网 信 系 统 法 治 宣 传 教 育 第 八 个 五 年 规 划

（2021—2025 年）》（以下简称《规划》），对网信系统“八五”普法工作

作出安排部署。

《规划》提出，到 2025 年，网络普法工作协调机制更加健全，网络

普法工作大格局全面形成；网络普法针对性、实效性明显提高，网民

法治素养和法治意识显著增强，青少年网民网络法治素养不断提升；

网络平台主体责任和行业自律有效落实，网络治理效能和治理水平

实现新提升；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更加完善，网络空间厉行法治的自觉

性、积极性、主动性显著提升；全网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氛围更加浓厚，

网络法治成为社会共识和基本准则，广大网民在互联网发展中享有

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网信系统法治宣传教育第八个
五年规划（2021—2025年）》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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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7 日，

湖南省永州市新

田县金陵镇土地

塘 村 路 段 ，层 林

尽染，景美如画。

近 年 来 ，新

田县大力推进道

路 交 通 建 设 ，改

善当地群众出行

条 件 ，利 用 良 好

的自然生态资源

引导村民发展竹

笋、茶叶、山菇等

产 业 ，带 动 村 民

增 收 致 富 ，助 力

乡村振兴。

黄春涛摄

（影像中国）

乡
村
公
路
美
如
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