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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 4 点多，河北省承德公交集

团驾驶员赵芳辉已经开始检查轮胎、

整理驾驶室，做着发车前的准备。

4 点 55 分，7 路公交车准时发车。

单程 15公里，途经 30个站点，用时 50分

钟，这个行程赵芳辉每天至少重复 6次。

赵芳辉所在的“7 路巾帼文明线”

是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有营运车

辆 28 台、驾驶员 56 名，全部为女职工，

平均年龄 35 岁。她们负责的线路贯

穿承德市区主干道，是承德公交所有

运营线路中发车最早、收车最晚的一

条线路；团队先后荣获全国巾帼文明

岗、全国女职工建功立业标兵岗、全国

三八红旗集体、全国工人先锋号等多

项荣誉。

2022 年 3 月的一天，一名 80 多岁

的乘客下车时因头晕摔倒，鼻骨、腰椎

骨折……赵芳辉迅速拨打 120，协助

医护人员将老人送上救护车。因不放

心老人的伤情，当天工作完成后，赵芳

辉赶往医院探望老人。老人满脸感

激，拉着她的手不放：“谢谢你，给你添

麻烦了。”

对老幼病残孕等特殊乘客热心关

爱，对外地乘客耐心指路，对中小学生

勤于提醒，及时维护车上秩序，提前准

备口罩、塑料袋，为乘客提供帮助……

急群众所急，帮群众所需，解乘客所

难，已经融入 7 路线驾驶员们的日常

工作。赵芳辉说：“让乘客满意是我们

的宗旨，我们努力为乘客提供安全、方便、舒适的乘车体验。”

2 月 27 日上午 9 点，承德公交集团 7 路线党员活动室内，

客运五公司党支部书记王淑华发问：“公交车上乘客行李堵

了通道，该如何提醒？”驾驶员们各抒己见。“做好解释工作

要 找 到 合 适 的 方 式 方 法 ，关 键 是 要 站 在 乘 客 的 角 度 看 问

题。”王淑华说，“每到月底，大家都会在例会上交流做好服

务的心得体会。”

业余时间，7 路线驾驶员们积极参与救助、帮扶多名困难

学生；每年重阳节，她们会到敬老院慰问，开展“关爱老人、文

明公交进社区”等活动。多年来，她们收到乘客感谢电话千余

次和众多感谢信、锦旗。

小杨是承德市承德县第四小学学生，与奶奶和身体残疾

的父亲一起生活，家里比较困难。5 年来，7 路线驾驶员们为

他提供生活用品、学习用品和生活费……“我将来也要用实际

行动为社会作贡献，尽最大努力帮助身边人，将爱和温暖传递

下去。”小杨说。

“我们将继续在日常工作中树立良好形象，为乘客提供满

意服务，带动更多人加入学雷锋志愿服务。”王淑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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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下，拉林铁路上，列车穿过群山，缓

缓驶入拉萨站站台。一天里，司机斯朗旺扎

跟着“复兴号”列车从拉萨到林芝，再从林芝

到日喀则，最终返回拉萨，全程逾 1000 公里。

这是他驾驶“复兴号”列车的第三个年

头。2021 年 6 月，拉林铁路开通，雪域高原正

式进入“复兴号”时代。斯朗旺扎的生活也进

入新阶段，他被选为拉林铁路的动车司机。

1987 年，斯朗旺扎出生于西藏自治区昌

都市。2003 年，他考上兰州铁路机械学校，

从昌都坐了两天一夜的长途汽车到拉萨，又

用了 24 小时坐汽车到青海格尔木，最后在格

尔木坐上了开往兰州的火车。这是斯朗旺扎

第一次坐火车。

2007 年从学校毕业后，斯朗旺扎来到青

藏铁路工作。在这条天路上，他常常畅想何

时“火车开到我家乡”。

十余年间，西藏铁路交通建设取得跨越

式发展，拉日铁路、拉林铁路先后建成通车，

川藏铁路开工建设。目前，西藏铁路运营里

程已近 1400 公里。斯朗旺扎的梦想伴着飞

驰的“复兴号”列车变成现实。

越来越多的西藏群众因交通而获益。一

座林芝站，让周边乡亲们有了新的工作机会

——林芝市布久乡孜热村村民布姆阿牛，成

为火车站的一名安检员，月收入 3000 多元；

朵当村村民平措在车站做起了运输生意，村

里很多人都在车站打工挣钱。

在雪域高原，公路也愈发四通八达。随

着派墨公路建成，林芝市墨脱县实现了扎墨

公路、派墨公路两路进出，交通通达性大为

改善。

“现在许多自驾游团队联系我们，希望安

排墨脱行程，我们村成了墨脱自驾游环线上

重要的参观点。”墨脱县格林村驻村干部黄家

斌说，“公路通行条件改善，越来越多人来这

里欣赏美景，预计今年旅游将带动各项收入

超过 60 万元。”

本地产业也随之兴旺。在山南市乃东区

结 巴 乡 多 若 村 ，连 片 的 蔬 菜 大 棚 里 生 机 勃

勃。村民巴桑次仁特别开心：“公路修到家门

口，开车半小时就能到山南市区，草莓外运方

便多了，不少游客和山南市民来村里采摘。”

截 至 2022 年 ，结 巴 乡 6 个 行 政 村 1277 户 、

4300 余名村民经营着 79 个大棚，每个大棚每

年能带来两三万元收入，约占每个家庭年平

均收入的 1/3。

“截至去年底，西藏公路通车总里程达

12.14 万公里，662 个乡镇、4382 个行政村实

现 通 硬 化 路 ，612 个 乡 镇、3705 个 行 政 村 实

现通客车。”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党委副

书记、厅长刘志强说，“打通高原新天路，四

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为西藏高质量发展注入

源源动力。”

西藏自治区铁路、公路交通条件越来越便利—

跑出发展加速度
本报记者 徐驭尧

■记者手记R

雪域高原绽新颜

天津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教

授王劲松代表一直关注着网络安全、数据智

能、区块链等领域，对人工智能大模型应用安

全问题加快开展调查研究。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人工智

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网络安全等新兴数

字产业。王劲松潜心指导博士生较早地研究区

块链和隐私保护。“我们不能只关注现有的理

论，还要瞄准前沿，坚持问题导向，面向国家重

大需求。放眼长远，才能走得更远。”王劲松说。

王劲松说，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的大背景下，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动数

字产业化、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是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今年，王劲松重点关注的方向是如何在新

发展阶段中，积极应对推进网络强国战略面临

的新挑战，解决“数字中国”建设中关键数字技

术研发突破与迭代应用等问题。王劲松建议，

要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安全法律规范体系，系统

创建人工智能技术治理框架，为创新提供坚实

保障。

王劲松代表—

瞄准前沿 加快创新
本报记者 龚相娟

“不是在乡村，就是在下乡的路上。”吉

林省公益慈善基金会会长刘启芳委员这样

描述自己的日常状态，她奔走在白山松水

间，带领团队把一个个公益项目落地。

此前，刘启芳了解到在吉林乡村，贫困

心脏病患者就医率低。为此，刘启芳参与

了“吉心工程”公益扶贫项目，为贫困心脏

病患者提供医疗救助。

从医疗救治到教育帮扶、品牌帮扶，刘

启芳和团队不断拓展公益行动的范围，他

们在乡村振兴、兴边富民等方面开展了一

系列公益行动——帮助当地农民打造农产

品品牌；将公益讲座、德育美育课堂带到乡

村；开展老人食堂项目等工作，用实际行动

服务当地农民。

“吉林是农业大省，我长期与农民打交

道，深知农民种粮不易。吉林的很多农产品

品质优秀，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道路

上，能打造好区域性品牌，让好的农产品得

到市场和消费者的认可，让农民的腰包越来

越鼓，吸引更多人回村发展。”刘启芳说。

刘启芳委员—

奔走乡村 热心公益
本报记者 郑智文

当前，数字经济发展迅速，在关键行业和

新技术、新场景中，网络安全备受关注。王劲

松和团队成员坚持问题导向，面向国家重大需

求，发挥专业优势、加快创新，主攻研究网络安

全、区块链、隐私计算等领域。

作为学校研究生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王

劲松瞄准行业前沿，重视学科建设与教学改

革 ，做 好 创 新 和 科 研 ，为 行 业 培 养 和 储 备 人

才。他说，使命是前行的动力。通过搭平台、

建机制，依托学科研究平台建设先进实践教学

基地，他带领的研究生院教学

改革取得明显成效。

使命是前行的动力
脚下有泥土，心中有真情。刘启芳说，

做公益不难，难的是坚持，农民纯真的笑脸

和越来越好的生活，带给她更大的力量。

在采访中，刘启芳多次提到进一步扩

大乡村公益服务范围的重

要性，引导更多社会力量

参 与 ，为 乡 村 公 益 的 发 展 持 续 注 入 有 生

力量。

在乡村传递希望的种子。刘启芳认

为，行走一线，才能收获带泥土、冒热气的

素材，这样得来的提案更接地气、更具操作

性，更能为群众带来获得感。

在乡村传递希望的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