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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春运一线R

■春节前探民生R

春运期间，国铁乌鲁木齐局乌鲁木齐客运段 C843 次列车停靠奎屯站，列车长推着一名行动不便的重点旅客，

准备交接给奎屯站客运人员。 蒋云龙 摆风亮摄影报道

2 月 5 日 9 点 10 分，车厢门口，

国铁南宁局南宁站甲班一调调车

长傅云鹏左右瞭望，观察有没有异

物影响车列行驶。

这里是南宁北湖客整所。普速

客车经过检修保养，确认无故障后，

才能上线载客运行。如今，高铁动

车以外，仍有不少绿皮车——普速

客车还在保障春运，满足多样化出

行需求。

今年春运铁路客流大幅增长，

南宁站每天始发普速客车增加到

27 列。“每列普速客车运行前，都要

在北湖客整所经过检修编组。调

车员们将一个个存在故障的车辆

从列车上解编下来，检修好后，再

拉回去重新编组成列。”傅云鹏说。

北湖客整所有 20 条股道，停放

着 10 余列待检修客车底，移动时需

在车头的位置连挂上专门用于列

车调车作业的调车机。从车列存

放的股道将需检修车辆调移到专

门停放检修的股道，往往要跨越数

条甚至十几条股道。

傅云鹏来到第二股道，这里停

放着已完成检修的车辆。他指挥

调车机缓缓后退，随着“咔嚓”一声

响，调车机与这个车辆的车钩紧紧

连在一起。随后傅云鹏爬上车厢，

通知调车机司机驶经道岔区后拐

向第十股道，将车辆连接到下午 1
点 就 要 出 库 的 南 宁 至 河 南 郑 州

K1628 次列车上。

火车依托两条钢轨行驶，而拐

弯只能在道岔区完成，所有的调车作业必须经过这里。

每经过一次称为“一钩”。由于春运客流大，铁路加开临

客、客车扩编多，傅云鹏与同事们的作业量明显增加，白

班 从 平 时 23、24 钩 增 至 30 多 钩 ，夜 班 更 是 增 加 到 40
多钩。

一次次上下车、蹲下起立、摘接软管、在股道间穿梭

行走……虽然时至隆冬，但傅云鹏还是忙得满头大汗。

一个班下来，他要走 10 余公里、2 万余步。

今年是 33 岁的傅云鹏工作后经历的第十个春运，见

证了中国铁路的快速发展。“现在是空调车厢，还有很多

升级为时速更快的列车，春运旅客出行更舒适快捷了。”

傅云鹏说。

完成 K1628 次列车连挂编组后，傅云鹏走下车，看了

看调车作业通知单，便立即向第十九股道走去，开始下一

钩调车作业。

下午 1 点，K1628 次列车准时出库，在南宁站满载旅

客驶向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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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墙灰瓦，修葺一新。在重庆

市渝北区统景镇中坪村，旧房变新

房，院坝更平整，村里大变样。改

变，源于一次议事协商会。

去 年 3 月 ，在 中 坪 村“ 民 情 茶

室”议事协商会召开现场，村两委成

员、党员、村民代表等围坐在一起，

你一言我一语，开始议事。

中坪村党委书记周洪波一边记

录村民意见，一边耐心解答：“咱们

村正在发展乡村旅游，何不借助这

次机会，改造闲置的农房，可以开农

家乐，还可以搞民宿。况且，农房改

造补贴力度还很大，你们只需承担

总价的 35%。”

一席话，让很多人改变了之前的

看法。周洪波带领中坪村委又把政

策说细说透，经过充分沟通，大伙的

态度变成了“支持”和“积极参与”。

为听取老百姓的诉求，统景镇

将工作地点搬到群众“家门口”，主

动在居民聚居点建立“民情茶室”，

把民心民力聚起来，众人围坐，共商

难事、共解难题。

为让基层建设和治理的活力更

强、动力更足，大湾镇探索“多元共

治”的基层治理新模式，联合金凤

村、杉木村、龙洞岩村的 3 个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在金凤桃乡开展治安

巡逻护平安活动。

在渝北区兴隆镇基层治理指挥

中心，一块大屏幕上，数据实时跳

动。“徐堡村 18组自来水水管爆裂，漏

水严重，请处置。”去年 10月 8日 16点

37分，这条信息在屏幕上出现。

指 挥 中 心 值 班 人 员 看 到 信 息

后，立即分析研判，5 分钟内接单，

并交办给农业服务岗的工作人员李

祥贵，李祥贵接单后又立马联系水

厂兴隆站点负责人。从接单到处置

完毕，整个过程仅花费两个小时。

兴隆镇推出的数字乡村大脑系

统以“亲亲家园”微信小程序为载

体，下设基层治理、未来乡村、公共

服务三大板块。自去年 6 月运行以

来，发布政策资讯、就业招聘、便民

服务等 400 余条信息，处理人民群

众求助 400 余人次。

渝北区推动“互联网 +政务服

务”向乡村延伸覆盖，打通服务群众

的“最后一公里”。截至目前，渝北

区 2300 余个事项进驻网上政务服

务平台，实现行政村政务服务代办

点全覆盖，政务、财务在网上公开，

提升镇街一级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

办比例。

重庆渝北区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到身边听民情 家门口议事情
本报记者 刘新吾

本报合肥 2月 5日电 （记者田

先进）近日，安徽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开展新一轮“四好农村路”建设的

实 施 方 案（2023—2027 年）》（以 下

简称《实施方案》），进一步推动全省

“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

《实施方案》明确发展目标，到

2027 年，全面建成建管护运协调发

展的农村公路交通体系，新改建农

村公路 1.5 万公里以上，力争实现

建制村通双车道及以上公路比例

70%以上，具备条件的乡镇通三级

及以上公路比例达到 100%，四、五

类 桥 梁 及 时 处 置 率 达 到 100% ，具

备条件的农村公路路面技术状况

自 动 化 检 测 率 达 到 100% ，建 制 村

公交通达率达 85%，经济发展较好

的市、县和“四好农村路”示范市、

县主要发展指标高于全省平均水

平，农村公路发展总体水平达到全

国前列。

《实施方案》要求，强化农村公

路综合治理能力。优化农村公路路

长制工作标准，完善农村公路路长

制考核机制，进一步健全完善农村

公路治理超限超载路警联合执法常

态化工作机制，加强农村交通安全

宣传劝导，普及交通安全知识。

安徽推动新一轮“四好农村路”建设

下 午 两 点 ，在 江 苏 省

苏州市相城区某建筑工地

上，56 岁的技术工范金兵

拿 起 一 个 小 小 的 黑 色 手

柄 ，不 停 地 按 动 着 ，不 远

处，一台机械手不断挥舞，

将一块块墙板轻轻抓起，

并安装到指定位置，整个

过程就像是在玩电子游戏

一样。

范 金 兵 曾 是 一 名 零

工。去年初，他参加了苏

州市建筑业零工市场组织

的建筑机器人操作培训，

进行了三个月的学习，取

得了技能证书，成功实现

“转型”，成为一名技术工

人，收入也翻了倍。“零工

市场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全

方位的服务，也给我们搭

建了广阔的成长舞台。”范

金兵说。

苏州市劳动就业管理

服 务 中 心 主 任 俞 晓 峰 介

绍，为支持多渠道灵活就

业，近年来，苏州因地制宜

推进零工市场建设，为灵

活就业人员提供全流程、

全天候就业服务，涵盖职

业介绍、就业指导、政策咨

询、技能培训、权益维护等

方方面面。“力争实现让劳

动者有岗位、有所得、有保

障、有发展。”俞晓峰说。

不久前，22 岁的江苏

盐城小伙计政杰到苏州想找份临时

工作先干干。刚出苏州火车站，他

就直奔一路之隔的苏州姑苏人力资

源服务产业园内的零工市场。

在工作人员指引下，他来到一

台白色机器面前，刷完身份证，一个

名为“零工巧匠”的数字系统便自动

为其匹配出数百个岗位。计政杰相

中了一个操作工岗位，工作人员当

即与企业对接，并约好面试时间。

“这 里 真 正 实 现 了‘ 出 了 火 车

站，就业第一站 ’，让零工可以非常

便利地找到心仪的工作。”在计政杰

的职业规划中，他更看中零工市场

提供的技能培训。他说，先做一两

个月的零工，再学一门感兴趣又有

前途的技能，这样未来才更加光明。

小零工关系着大民生。去年 5
月份，苏州出台《零工市场评价指引

（试行）》，推动各板块零工市场规范

化建设。如今，在苏州各地，一个个

“ 小 而 精 ”的 零 工 市 场 纷

纷 涌 现 。 相 城 区 打 造 拥

有 400 间 宿 舍 的“ 亿 匠

园”，为求职者免费提供 5
天住宿和一顿用餐；常熟

推 出“ 尚 才 零 工 ”线 上 服

务 平 台 ，通 过 实 时 定 位 ，

打造零工地图，实现附近

零工用工需求一键查询，

实时匹配……目前，苏州

市已建成各类零工市场、

零工驿站 28 个。

“陈述意见要心平气

和 ，实 事 求 是 ，有 凭 有 据

……”上午 9 点半，在位于

相 城 区 的 苏 州 市 建 筑 业

零工市场四楼调解室内，

一 场 工 伤 纠 纷 调 解 正 在

进 行 。 来 自 苏 州 市 建 筑

行 业 协 会 的 调 解 员 袁 爱

华 提 醒 双 方 遵 守 调 解

纪律。

不久前，在工地上打

零 工 的 建 筑 工 人 任 某 脚

部受伤，听说苏州市建筑

业 零 工 市 场 内 可 以 调 解

劳动争议，便抱着试一试

的心态找上门来。当天，

设 在 零 工 市 场 的 苏 州 市

建 筑 行 业 人 民 调 解 委 员

会便进行了受理，并指派

有 着 十 几 年 法 律 工 作 经

验 的 调 解 员 袁 爱 华 来 接

手这一纠纷。

在 接 下 来 的 一 个 星

期里，袁爱华对事实展开了详细调

查，对相关证据材料也进行了分析

判断，最后请双方坐在一起进行协

商。在调解室里，劳资双方面对面

谈心声、提问题、摆诉求，短短一个

小时内，双方就达成调解协议，任

某获得了赔偿金。“没想到这么快

事情就顺利解决了，零工市场提供

的权益保障，让我感到很踏实。”任

某说。

在苏州各地的零工市场，通过

数字化赋能，畅通维权通道，让零

工维权变得越来越便利了。苏州

市建筑业零工市场负责人谢寒表

示，针对零工的权益保障，零工市

场设置了多道“防线”。除了线下

调解室以外，在线上，零工市场打

造了微信小程序，推出“欠薪线索

反 映 ”“ 工 资 支 付 实 时 预 警 ”等 功

能，对工资发放、工资保证金缴存

等进行动态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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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将至，困难群众是否准备好过年

所需的年货？过去一年，他们的生活发生

了怎样的变化？在河南，记者近日走进几

位脱贫户家中，和他们唠唠家常，了解年

货置办的情况，听他们讲述对新一年的美

好期盼。

村里送来米面油
多重帮扶减负担

年前一场大雪，让河南省尉氏县大

桥乡岗刘村里白茫茫一片。踏着积雪，

迈 开 小 碎 步 ，村 委 会 委 员 丁 超 杰 ，和 县

人 武 部 的 帮 扶 队 员 一 起 来 到 了 51 岁 的

村民刘迎春家，为他送来米面油等新春

年货。

大 雪 纷 飞 ，刘 迎 春 家 里 却 很 温 暖 。

大门上早早贴上了福字和对联；棚子下，

一炉炭火烧得正旺；门廊下，大葱、芹菜、

甘蓝等各种蔬菜依次摆开，水桶里两条

刚买回来的大鲤鱼，不时翻滚打挺，溅出

水花。

“如今生活好了，过年时候鱼呀、肉

呀，都买点，改善一下！”刘迎春说。

2016 年底，刘迎春查出癌症，家里一

下子背上了沉重的负担。第二年，村里

把 他 家 列 为 贫 困 户 。 刘 迎 春 10 多 万 元

治疗费报销了 80%；家里的老房子被纳

入危房改造，村里出钱、找人，给他铺地

砖、建厕所；看他没法打工，帮扶队员就

给 他 申 请 扶 贫 贷 款 ，让 他 养 了 20 多 只

羊，一年能收入上万元，还推荐他的大儿

子参军入伍。在政策支持下，刘迎春一

家顺利脱贫。

“现在小儿子上初中需要花一些钱，

自己每年复查再花点，可帮扶这么多，俺

的负担也不重。”刘迎春对记者说，脱贫不

脱政策，种地、养羊、看病都有补贴。

说话间，刘迎春领着记者，来到他正

在修建的新房参观。

“家里有了积蓄，加上各方的帮扶，新

房就能建起来啦！”宅基地有半亩地，房子

200 多平方米，6 室 2 厅，院子里规划有专

门的厨房、卫生间、储物间，虽然没贴瓷

砖、没装修，刘迎春的新家也初具模样，

“春节后，再有半年工夫，就差不多能搬进

来了。”

回到老房子，刘迎春妻子把刚做好的

大鲤鱼端了上来。一人一碗热气腾腾的

鱼汤，驱散了寒气。

夹了一口菜，刘迎春高兴地说，“俺这

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新的一年就找点活

干；等新房子建好，日子就更有希望了。”

集市上采购商品
丰富年夜饭食材

“瞧瞧，这麻糖，纯地锅手工熬制，都

是咱农村土特产。”……一大早，周口市太

康县五里口乡集贸市场上就热闹起来，叫

卖声、询价声不绝于耳。只见各类摊铺柜

台挂着火红的灯笼，摆满了各种年货：农

特产品、特色食品、炒货干果、春联挂件、

百货副食等琳琅满目的年货商品，吸引不

少顾客前来选购。

“妈妈，我想要小鱼灯笼！”在一个春

联销售摊位前，6 岁的马晨博拽了拽妈妈

李满菊的衣角，指着一个“串串对鱼”红灯

笼说。

“买！买！”摸摸孩子的小脑瓜，李满

菊对记者说，“过年了，带家人出来逛逛，

买点年货过年。”

李满菊家住河南省太康县五里口乡

马大庄村，骑电动车到乡镇不超过 10 分

钟。一早吃过了饭，顶着寒风，开上新买

的电动车，李满菊便带着孩子来到集贸市

场采购年货。

“过去呀，家里条件不好，俺就怕过

年。”李满菊一边挑选春联、红灯笼，一边

对记者说，“现在生活好了，手里有了钱，

也愿意出门买年货了。”

2018 年，李满菊的婆婆突患脑出血，

落下偏瘫后遗症，为给婆婆治病，家里花

光了积蓄，还欠下几万元外债。当年，她

家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丈夫马保华

没有手艺，一家七口人全靠几亩地维持

生活。

得知她家情况后，五里口乡乡长王武

清和太康县纪委干部李向前与她结成帮

扶对子。给李满菊的婆婆办理低保，送她

丈夫马保华到县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免费

学习烹饪技术。同时，王武清和李向前还

与村里一家做头饰发夹等手工活的企业

协调沟通，让李满菊把原材料拿到家里加

工，既能照顾婆婆和孩子，还能增加一份

收入。

脱贫后，李满菊家的日子一天天变

好。“现在，丈夫在河北石家庄一家饭店当

厨师，月工资 1 万多元。而我在家里做手

工活，每月能挣两三千元。”说起现在的生

活，李满菊眉眼间挂满笑容。

“忙活了一年，今天到集贸市场上买

些过年礼物犒劳自己和家人，让生活多点

年味。”一路走，一路看，一路挑选，李满菊

的电动车里装满了各种年货：春联、红灯

笼、糖果点心、衣服、鲜花、儿童玩具……

更多是丰富的年夜饭食材。

“之前，我已经在网上买了一些海鲜

等年货。今天再买点春联、鲜花、红灯笼

把家里装饰一下，之后再需要啥，随时可

以来集贸市场购买。”李满菊说。

给孩子选购新衣
为老人修缮房屋

最近，在小城漯河，到处洋溢着过年

的气氛，主干道两旁的街道上悬挂着圆圆

的大红灯笼。沿街店铺内，前来购置年货

的市民们络绎不绝。召陵区老窝镇古同

村的村民宁从文也领着两个孩子在一家

商场选购过年穿的新衣服，和鸡鸭鱼肉、

春联、福字等年货。

“今年的日子比前几年好多了，年货

得多买点。”说起家里的近况，原来还是贫

困户的宁从文喜笑颜开。

“李书记来啦！”从市区回来后，宁从

文家里就迎来一位“常客”，他就是国网河

南省电力公司漯河供电公司派驻古同村

的驻村第一书记李晓。文质彬彬、中等身

材的李晓一手提着一袋面粉，另一只手拎

着一袋面粉和一块几斤重的肉。

“这不是要过节了吗？我代表公司给

你们送点年货！”原来，李晓这次就是专门

过来为古同村脱贫户、老党员和低保户等

困难群众进行春节慰问的。

腊月寒冬，宁从文家却温暖如春，呼

呼的暖风从空调吹出。正上初中的大女

儿安静地趴在桌子上写作业，刚上幼儿园

的小女儿开心地玩着刚买回的积木。

“羊腿卤着吃。这一块儿肥瘦都有，

适合剁馅儿包饺子。今年还买了一箱大

虾 和 好 几 斤 牛 肉 。”宁 从 文 的 喜 悦 溢 于

言表。

几年前，宁从文家还“吃”着低保。一

家五口，两个女儿年幼，老父亲年迈、体弱

多病，全家就靠几亩薄田维持生计，日子

过得很紧巴。为照顾这老老小小的一家，

当地政府为宁从文老父亲办理了低保手

续。在各方的帮助下，宁从文一家的生活

渐渐好了起来，顺利脱贫。

“日子还得往前奔。去年一开春，听

说李书记手里有帮扶项目，我和媳妇儿就

商量着争取一下，没想到还真成了！”说起

如今生活的可喜变化，宁从文一下子打开

了话匣子。

“可不是吗？抓住这个机会，我和从

文包了 80 多亩地，种上红薯和茶叶。刚

开始手里钱不够，李书记就跑前跑后，跟

银行里的人谈，帮我们找贷款，最后有一

家银行贷给了我们 20 多万元，李书记可

是帮了大忙了。”心直口快的从文媳妇竹

筒倒豆子，几句话就把增收致富的“秘诀”

说得一清二楚。

红薯大丰收，宁从文的红薯粉条卖了

好价钱。还了部分贷款，给老父亲修缮了

屋子，还给全家人买了部新车。

“现在挣钱更多了，生活更好了！这

个年，我打算开车带着全家人出去旅旅

游，见见世面。”宁从文畅想着春节时候的

美好生活。

记者在河南采访部分脱贫群众—

唠家常 聊变化 说期盼
本报记者 毕京津

在位于陕晋两省交界处的南

同蒲铁路黄河大桥上，春运期间，增

开的多趟旅客列车疾驰而过。张

晋刚所在的国铁西安局西安工务

段华山桥隧养修工区有 22 名职工，

负责黄河大桥日常检查养护工作。

他们与时间赛跑，争分夺秒检修设

备，守护着铁路的安全畅通。

黄河铁路大桥上面跑火车，下

部巨大的钢梁由一个个钢结构“小

房子”构成。早上 8 点，身穿黄色

作业服的张晋刚和工友们来到一

个半米高的检查口，打开盖板，依

次探身钻进去。

“进到箱梁里就基本看不到光

亮了。”张晋刚说，在漆黑空旷的箱

梁桥内，检查锤就相当于听诊器，

通过敲击检查判断梁体螺栓是否

有松动、脱落、开裂。

“敲的时候，要注意听声音，紧

固的螺栓声音清脆，稍稍松动的螺

栓，声音就有一点闷闷的……”张

晋刚一边拿着检查锤敲击螺栓，一

边对身旁的徒弟卫小林说。

黄河桥面寒风凛冽，冻透的箱

梁桥里哈气成霜，他们戴着头灯在

黑 漆 漆 的 箱 梁 桥 里“摸 索 ”前 进 。

“现在设备好多了，原来老桥检修

任务比这多几倍！”张晋刚对黄河

大桥非常了解。2019 年，国铁西安

局对南同蒲铁路黄河大桥实行了

硬件改造，将原来老式钢梁结构改

造成了箱梁结构，使设备保安全能

力大幅度提升。

经过 7 个小时检修，张晋刚和

同事们完成了当天桥梁设备的检

查任务。打开箱梁盖，又看到了久

违的阳光。一趟趟载满旅客的列

车安全驶过黄河大桥。

黄河桥上保畅通
本报记者 张丹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