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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家灯火喜团圆。春节假期，一座座城

市繁华喧闹，熙熙攘攘的人群、车水马龙的

街道、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浓浓年味

里，还有一群人在岗位上默默地忙碌着，全

力保障城市运行有序，人民生活安全稳定。

重庆北碚区缙云商圈是重庆的重要商

圈之一，人流如织、灯火通明。记者来到这

里，跟随 3 名一线劳动者的脚步，看到他们

的兢兢业业、辛勤付出，也看到供销两旺、一

片热闹的新春图景。

公交司机黄浩——

“早上 6点多发车，
晚上 10点多收车”

闹 钟 声 响 ，黄 浩 睁 开 双 眼 。 1 月 23 日

5 点 10 分，窗外万籁俱寂，只有零星的路灯

亮着，作为北碚区 584 路公交车的驾驶员，

他得起床去开第一班车了。

洗漱、吃早餐、出门。6 点 10 分，黄浩驾

驶的公交车驶离始发站台，车上乘客还不

多。“584 路是北碚区的大环线公交，要经过

区里最热门的缙云商圈。老城新城的市民

要去那儿逛街消费，很多人都爱坐我们这路

车。”黄浩说，“过年期间大家起得晚，商圈也

开门晚，主要客流是在下午。”

春节假期，北碚区为了促进消费，开展

了“爱尚北碚”惠民消费券发放活动。百货、

家电、餐饮、美容美发等上千家商家积极参

与，不少还推出满减和折扣活动。各种庆新

春活动相继开展，吸引着大量市民前来逛街

购物、聚会聚餐。

“今年好多出门在外的人都回家过年

了，人流量超过往年。”重庆交通开投公交集

团北部公交政工部副部长谭瑶说，公共交通

方面已经做好了应急预案，根据大数据预测

情况，司机和车辆会及时支援热门线路。如

果有很多市民参加夜间活动，公交也会延长

运营时间，确保把大家安全送回家。

大环线一圈下来，跑了 40 多个站，最后

几名乘客在终点站下车。黄浩却闲不下来，

拿起墩布和抹布，开始清洁车窗、车门、座

椅、地面。

“我们有标准规定，每跑完一趟要做一

次清洁。大过年的，车子更得干干净净！”黄

浩干活很是认真仔细。

“早上 6 点多发车，晚上 10 点多收车。

做一休一，春节也不例外，所以我从来没能

陪家里人过个完整的春节假期。我们公交

司机大都是上早班，为了保证行车安全，晚

上必须要早睡。要是赶上初一值班，就不能

陪家人守岁。”黄浩说，今年除夕值班，没办

法下厨准备年夜饭，全靠老丈人出手。

“鸡鸭鱼肉蔬菜等年货我都提前备好

了，走了好几家店，花了大几百。”黄浩说，

“我也跟儿子说好了，休班的时候带他逛商

场坐卡丁车，好好玩一天。”

说话间，又该发车了，黄浩驾驶着亮闪

闪、干干净净的公交车，再次驶出站台，迎接

下一批乘客。

环卫工人何明莉——

“我们扫完马路，
好多人都还没起床呢”

“过年的早饭，就该吃汤圆。”何明莉一

早起来，给自己煮了 6 个大汤圆，吃下肚，整

个人都暖和起来了。

早晨 6 点的冯时行路上，穿好环卫服、

戴着口罩的何明莉已经拿起扫把、簸箕，开

始了一天的清洁工作。暖黄路灯下，工作的

身影干净又利索。“这条路我负责 5000 平方

米，早上扫一圈，大概两小时。有人说马路

挺干净的，好像不用天天扫。其实，我们扫

完马路，好多人都还没起床呢。”何明莉笑

着说。

8 点多，干净整洁的马路上，人流逐渐

密集起来。这时候，何明莉的任务就是在这

块区域里“巡逻”，发现垃圾就马上清除。

上午“巡逻”结束后，环卫工人们纷纷到

附近的劳动者港湾里吃饭休息，里边有空

调、微波炉，干净整齐、设施齐备。

“我就不去了，住得近，10 分钟到家。”

何明莉说，丈夫已经做好了饭，正和女儿等

着她回去一起吃。

冯时行路也穿过缙云商圈。春节假期，

商场门口摆放着喜庆的灯饰，过往行人络

绎不绝。何明莉负责的商圈区域内，春节假

期前 3 天仅万达广场客流量就突破 18 万人

次，同比增长 80.7%。

今年春节，山城重庆格外热闹，人气聚

起来了，烟火气浓起来了，清洁工作也比平

日繁忙了许多。“人多，垃圾相应也会多点。

每逢节假日，就是我们最忙的时候，大家都

是想办法互相顶班调休。”何明莉早已习惯

了春节值班。一天下来，马路沿线的垃圾

箱，她清理了三四次，再仔细擦上两遍，确保

外表干净无污。

“家人团圆，就是好年。”何明莉说，一家

人大年初五去附近的金刚碑古镇，“逛逛、玩

玩，好好热闹了一天”。

电力工人黄沛——

“接到维修电话，
就要立刻赶赴现场”

这是 95 后电力工人黄沛正式工作的第

一年，却不能在家过年，要连着值 7 天班。

妈妈有些心疼，出门前跟儿子叮嘱了好几

遍，“好好吃饭，注意休息。”黄沛所在的检修

班属于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北碚供电分公

司，一组 8 人，春节假期需要全员在岗。

早上 9 点，黄沛和搭档乘车出门，巡查

电力设施。走进一家商场的地下配电室，配

电柜嗡嗡作响。黄沛一个个柜体查看，“看

指示灯有无异常，听声响有无异常，闻气味

有无异常。看听闻后，再用局部放电检测仪

靠近柜体检测。”

一个商场，50 多个配电柜，巡查一圈，

一个多小时就过去了。

下一个巡查点，是路边的 10 千伏配电

环网柜。“简单地说，这就是电力的‘备胎’。”

黄沛说，如果正常线路出现故障，它可以及

时顶上。他们还准备了两辆应急保电车，确

保辖区内居民住宅和商圈不断电。

“上午巡查，下午在办公室监测全区用

电情况。下班后是电话值班。接到维修电

话，就要立刻赶赴现场。”黄沛说。

“正是在无数一线劳动者的保障下，市

民们度过了一个热闹兴旺的新春佳节。”北

碚区商务委主任刘颖说，政府发放了消费

券，商家活动丰富多彩，市民积极参与，为消

费复苏持续注入动力。春节假期前 3 天，缙

云 商 圈 仅 万 达 广 场 销 售 额 就 突 破 1300 万

元，增长 32.1%。其中餐饮企业营业额增长

97.2%，儿童业态销售额增长 79.1%。

用职责定格岗位，以实干诠释担当，这

是众多城市运行保障人员的春节日历。

他们是细致认真的公交人，便利市民出

行；他们是勤劳朴素的环卫工，扮靓大街小

巷；他们是尽职尽责的电力人，点亮城市的

灯火；还有快递员、保安员、热力工人、网络

检修员……一名名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劳动

者，日日夜夜在各个岗位奉献服务，守护着

你我的安全与便利，守护着这一城的欢乐与

繁华。

图①：黄浩在驾驶公交车辆。

本报记者 蒋云龙摄

图②：何明莉在清扫路面。

本报记者 蒋云龙摄

图③：黄沛（左）在检查配电环网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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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北碚区城市运行保障人员—

工作一线迎新春
本报记者 蒋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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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从天河机场站坐上动车，13 分钟后就到汉口站。记得

走便捷通道换乘，时间很充裕。”正月初三上午，在湖北省武汉市

天河国际机场，苏亚凯麻利地为落地旅客查询购票信息。

苏亚凯是汉口火车站“心连心”服务台的客运值班员。这个

春节对她而言意义特殊——虽已连续 5 年坚守铁路春运一线，

却是第一次在机场过年。

2022 年 3 月，汉口站设立“12306 空铁联运服务中心”，苏亚

凯的工作场所从车站转移到机场。“这意味着‘心连心’服务台的

延伸。”苏亚凯说，“现在，机场旅客下飞机后不用再四处寻找售

票窗口，不出航站楼就能办理铁路相关业务。”

除机场外，“心连心”服务还拓展到地铁。在武汉地铁 2 号

线汉口火车中心站，记者看到一张绿色的“出行服务信息卡”，卡

片背面写着乘客姓名、手机号码、目的地和所需帮助。

工作人员介绍，有了这张卡片，乘火车到达汉口站的老、幼、

病、残、孕重点旅客，能得到地铁工作人员提供的接续服务。今

年春运，从汉口站出站的旅客可免安检进入地铁 2 号线乘车，节

约高峰期安检时间 10 分钟以上。

一项项精细化举措，搭建了“空铁地”之间无缝转乘的快速通

道。“要用贴心的服务，保障旅客春运平安顺畅出行。”苏亚凯说。

湖北武汉汉口火车站——

贯通“空铁地” 服务心连心
本报记者 强郁文

下午 1 点半，辽宁锦州北镇市，老爷庙市场人头攒动。市场

对面，一辆 26 座客运车停靠路边，粮油批发店店主把米面油放

到车上，和司机李达打招呼：“李师傅，送到笑竹超市，那边给车

费。”“好嘞！”李达答应着，启动车辆。

车至南关站，焦唤拎着两个大口袋上了车，冲李达一点头，

“到张巴。”她是罗罗堡镇张巴村村民，平时来城里，就坐这趟车，

“便宜、时间固定，很方便！”这条线路全长 28 公里，按时间表发

车，1 天来回跑 4 趟。

说话间，康屯村到了。超市老板郝笑竹迎了上来，“店里离

不开人，就通过车把货带过来。”

在北镇，农村线路客车还为全市各乡镇、村屯运送生活快消

品和农资物品，日均投入车辆 50 余台，配送货物 600 余件。

下午 2 点半，车辆抵达罗罗堡镇张巴村，这是北镇最偏远的

村落之一。李达将车辆掉头，养蜂户杨玉魁来到车边：“李师傅，

两箱蜂蜜，帮我捎给邮局呗？”

“行！放这吧。”李达答应得痛快。回城要专门跑一趟邮

局？记者疑惑间，客车已驶入罗罗堡客运站。客运站门前，“交

邮合作电子商务中心”“乡村客运物流惠农服务站”两块牌子醒

目。邮递员甄成龙看到客车，连忙上前接过蜂蜜。

北镇市推进交邮融合，将乡镇客运站打造成快递前置仓，联

结 224个村邮站，配发快递邮件。“客车带货，乡亲们方便了，客运

公司的收入增加了，我们愿意干！”李达再次启动车辆，驶向远方。

辽宁锦州北镇市——

农村客运车 乡间带货忙
本报记者 刘佳华

“指挥中心，集装箱查验组开始对进口中欧班列集装箱木材

进行查验。”春节假期，大雪中的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海关

工作人员王俊鹏正通过对讲机向指挥中心报告。

除夕刚过，一场寒潮随之而来。即使是中午，气温也将近零

下 20 摄氏度。虽然穿着最厚的棉衣，寒风还是带着雪花顺着领

口不断灌进衣服里。不一会儿，王俊鹏的眼镜上就结了一层冰，

眉毛和头发也变得花白。他只好暂停手里的工作，用手掌的温

度将眼镜上的冰化开后再继续。

“我们和铁路部门做好沟通协调，及时获取班列运行信息，

提前做好工作计划。”王俊鹏一边查看系统数据，一边介绍，“还

建立了微信工作群，提前告知查验计划，减少企业等待时间。”

春节假期，呼和浩特海关所属二连海关合理安排值班人员，

优先保障中欧班列查验效率，通过智能化、信息化等手段，进一

步缩短查验时间。

“二连浩特铁路口岸一直保持运行状态，这需要我们坚守岗

位，确保进出境列车和中欧班列运行顺畅。”王俊鹏说，“今年以

来，中欧班列日通关数量较去年有小幅度增长。希望新的一年

中欧班列通行越来越顺畅、高效，我们也将深化‘中欧班列+’作

业模式，服务中欧班列增量提效。”

内蒙古二连海关——

守口岸一线 保运行畅通
本报记者 张 枨

扫完灰尘，用抹布轻擦，再喷上清洁剂……大年初五，走进

位于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的滨河小区，保洁员李英姐正在给一

户居民清洁玻璃。阳光透过焕然一新的大窗户斜照进来，照亮

了屋子。李英姐笑着说：“我们受过专业培训的就是不一样吧！”

去年刚入冬，一则保洁技能培训通知发到了乐都区马厂乡

梦圆居安置小区的微信群。李英姐坐不住了：“之前就有做保洁

工作的想法，但既不专业也找不到门路，只能眼热心急。”从坡大

沟深的孟家湾村搬到敞亮便捷的安置小区，李英姐眉头的疙瘩

只解开一半，“不种地不养羊，靠啥吃饭？”

“2012 年以来，全乡陆续实施易地搬迁，可搬得出只是第一

步，还要稳得住、能致富。”马厂乡副乡长贾正康说，“我们整合

10 个村的村集体资金，注册成立了公司，下设劳务服务、家政服

务、人力资源服务等子公司，为搬迁群众提供家政保洁、月嫂育

婴、养老护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建筑劳务分包等岗位信息。”

“政府+公司+农户”，技能培训期期爆满，就业信息随时

发布。公司成立半年多，举办了 5 期

技 能 培 训 班 、3 次 集 中 招 聘 会 ，目 前

全乡已经有 3000 多人凭借技能实现

增收。

夜幕降临，马厂乡就业创业服务

中心灯光亮起，培训还在继续。

青海海东乐都区马厂乡——

培训新技能 拓宽就业路
本报记者 贾丰丰

空气中弥漫着甘甜，玉米制成的液体糖

正经银白色金属管道，被缓缓注入无菌发酵

罐中。宽敞的生物发酵车间里，工作人员在

中控室定时查看参数，60 多个小时后，洁白

的维生素晶体会被运往下一个生产车间。

完成华丽蜕变后的玉米，市场价值将提升约

10 倍。

这里是位于黑龙江省绥化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的新和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去年 9
月，公司三期项目正式投产。

“本地的‘靠谱’招商为我们做大做强提

供了帮助。”新和成副总经理石扬辉说，“上

游的原料供应企业就在我们马路对面，下游

的肥料加工企业直接进了我们厂区。”

石扬辉口中“靠谱”招商的“谱”，正是

绥 化 市 编 制 的《玉 米 产 业 链 招 商 图 谱》和

《玉米生物经济供应链家谱》。“图谱厘清各

产业链未来拓延方向，家谱随时更新已落

地产业链项目，在查缺补漏、精准招商的同

时，也让企业清晰了解本地的产业互补和

区 位 优 势 。”绥 化 市 经 济 合 作 局 局 长 迟 峰

介绍。

精准招商，有力促进了玉米产业链延

链、补链、强链。

“即便是最后剩余的玉米胚芽等副产

品，也会就近送往下游企业，加工成优质饲

料与肥料。”绥化市发改委副主任王连辉介

绍，“我们的目标，就是让绥化的每一粒玉米

都被‘吃干榨净’。”

2022 年前 11 个月，绥化市玉米深加工

规 上 企 业 实 现 产 值 277.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8%，玉米加工能力接近千万吨。“我们将

努力打造国际知名的玉米生物发酵产业强

市，力争到 2025 年，全市玉米生物发酵产业

产 值 达 到 500 亿 元 。”绥 化 市 委 书 记 张 宝

伟说。

黑龙江绥化精准招商——

玉米做成大产业
本报记者 崔 佳 刘梦丹

大年初六，上午 10 点不到，正在萝卜地

里忙活的湖南省岳阳市湘阴县石塘镇双龙

村村民张艳辉，来不及擦掉靴子上的泥，就

往村部会议室跑。

“去年，村里修通 1 公里多长的机耕道，

新建了文体小广场，冷链仓储基地交付，人

居环境大变样……”村部会议室里，双龙村

党总支书记李永忠细数村里的可喜变化，

“萝卜种植基地大丰收，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12.6 万元。”

2021 年以前，双龙村还没有集体产业。

去年，岳阳市对全市 374 个集体经济薄弱村

实施帮扶行动。石塘镇设立集体经济发展

基金，重点扶持有合适产业发展项目的村。

“村里人均水田只有 0.1 亩，但旱地有好

几亩，还都是一两米深的疏松土壤，种黄土白

萝卜很合适。”村民汪亮元的提议得到了大伙

的认可。利用集体经济发展基金，依托返乡

能人创办的农业科技公司，双龙村按照“党支

部+公司+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农户”的运营

模式，打造优质黄土白萝卜种植基地。

“去年，300 亩萝卜基地迎来丰收，亩产

突破 6000 斤。”农业科技公司负责人杨柳

说，光分红一项，就给村集体经济带来 3.5 万

元收入。“我家原本冬闲的半亩多地种上萝

卜，一茬卖了 2000 多斤，价格比普通萝卜高

出一倍。”张艳辉说。去年，双龙村带动周边

散户种植萝卜面积达 1900 多亩。

有了集体经济收入，更要用好。不久

前，村里开发的新项目“共享菜园”实践基地

已初步成形，将面向城市居民招租认领。“项

目运转后，今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能翻番。”李

永忠说。

截至 2022 年底，岳阳市涉农的 1549 个

村（社）实现经营性总收入 1.945 亿元，乡村

振兴新图景正徐徐铺展。

湖南岳阳帮扶集体经济薄弱村——

乡村振兴前景好
本报记者 申智林

阵阵轰鸣的机械声、来回穿梭的工程

车、各式各样的安全帽……在河北省廊坊

市 临 空 经 济 区 临 空 国 际 会 展 中 心 项 目 建

设 现 场 ，1300 余 名 项 目 建 设 者 坚 守 在

岗位。

“虽然今年春节不能回家，但能亲身参

与到这样的大项目中，心里非常自豪。”机电

安装工人葛金财说。今年 40 多岁的葛金财

已经在临空经济区工作整整 5 年了，亲眼见

证了临空经济区从一张白纸到塔吊林立、建

筑成群的繁忙景象。

20 岁的袁庆康是去年新入职的员工，

今 年 也 因 为 紧 张 的 项 目 工 期 不 能 回 家 过

年。“虽然心里多少有些遗憾，但是家里人都

支持我的工作，同事们对我也非常照顾，等

到项目建设结束后，我一定回家好好陪伴家

人。”为了营造温馨祥和的过年氛围，项目部

开展新春慰问活动，提前采购各类年货，组

织员工开展贴春联、挂灯笼、包饺子等传统

迎新春活动，并精心筹备除夕联欢会与年夜

饭，努力让身处异乡的项目建设者感受到家

的温暖。

建设者们坚守的这片工地，项目总建筑

面积 14.8 万平方米，由一个会议中心、一个

阳光登陆大厅和四座展览馆组成，建成后将

成为 2023 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

会”的主要会议场馆，目前项目正处于建设

的关键时期，预计于今年 3 月底竣工交付。

河北廊坊临空经济区会展中心——

项目建设不停工
本报记者 马 晨

卷绕、聚合、喷金、清洁、赋能……各项

工序紧密衔接，所有设备全线运作，120 余

名工人正有序忙碌着，位于安徽铜陵经开区

的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车间内仍是一片

加足马力赶生产的火热场景。

一边是城市张灯结彩，迎接新春；一边是

企业生产红火，赶抢订单。铜陵市众多企业

对未来发展信心十足，生产建设红红火火，到

处涌动着聚力攻坚、加快发展的热潮。“抓订

单”“忙生产”成了春节假期的关键词。

“我们电力电子电容器订单量持续增

长，各条生产线满负荷生产，目前订单已经

排到了 3 月份。”总经理助理李仁山表示，企

业电力电子电容器销售在轨道交通、输变

电、风电光伏、工业变频领域都实现了大幅

增长，海外市场也取得突破性进展。

去年以来，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积极

推进重点新项目建设，包括新能源汽车用电

容器项目、智能电网产品配套镀膜设备项目

等，以项目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技术创新和

效益提升。

“ 新 的 一 年 ，我 们 公 司 将 积 极 布 局 新

市 场 ，提 升 产 品 市

场 占 有 率 ，实 现 新

的 更 大 跨 越 ，助 力

铜陵经济高质量发

展 。”公 司 相 关 负

责人说。

安徽铜陵多家企业赶抢订单——

加足马力促生产
本报记者 徐 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