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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若铁路线若克雅特大桥和若铁路线若克雅特大桥““桥隧医生桥隧医生””：：

精细检修精细检修，，守护旅客回家路守护旅客回家路
■中国城市报记者 胡安华

今年初，东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
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西至和田地
区和田市的和若铁路首次投入春运，极
大便利了沿线各族群众的出行和货物
运输。

在刚刚过去的兔年春节中，为守护
春运安全，铁路维修工人坚守岗位、守
护和若铁路线，展现出了新时代劳动者
的责任与担当。

高长红是中铁乌鲁木齐局喀什基
础设施段桥梁检测维修二队队长，他所
在的维修二队于2022年5月成立，负责
和田站至南屯站402公里间215座桥梁
和785座涵洞的日常养护维修任务。维
修二队共有18名队员，平均年龄32岁，
今年45岁的高长红年龄最大。

和若铁路线经过的和田地区民丰
县的若克雅特大桥，是全线最高的特大

桥，平均墩高24米，最大墩高35米，相
当于12层的住宅楼。“我们开展维护检
修工作时，要对若克雅特大桥的桥面、
防震设施支座、，桥墩进行检查。”高长
红介绍，若克雅特大桥配备的是国内铁
路工程首次应用的预制装配式桥墩。

“检查桥墩是否有裂纹难度不小，因为
裂纹往往比头发丝还细。我们进行裂
纹观测是以宽0.02毫米、深0.3毫米为
单位。”

高长红表示，桥墩检查是每月一次
全面检修中不可或缺的项目。今年春
运期间，维护检修工作频次加大，人员
投入加大，虽然最低气温一度达到零下
20摄氏度，但并没有影响整体质量和进
度。“巡检时，我们会对每一个接头螺栓
进行敲击，符合要求的话，声音是很清
脆的；如果螺栓有所松动的话，一敲它
会震动，产生一种杂音。检查期间，我
们每人每天都要走2万到3万步，一天

弯腰能达几千次。”高长红说。
若克雅特大桥共有298座桥墩，墩

台支座是桥墩与桥梁的连接部位。巡
检时，高长红和队友还要掀开厚厚的盖
板，顺着铁梯下探到墩台上进行检查。

“每个盖板有27公斤重，共有298块。
虽然重达27公斤，但盖板还是被大风刮
起过。”高长红说，“为了消除隐患，我们
对板子开孔减压，然后安装铁链防止它
被大风刮到线路上，保障春运列车运行
安全。”

值得一提的是，在墩台上进行检修
时，高长红和队友们要在狭窄的空间内
半跪或侧卧作业，这样的动作有时一做
就是20分钟，风大时还需全程佩戴护
目镜。

“确认每一个支座都处于它应在的
位置上，才能保障列车更平滑地运行，
让旅客能够更安全地回到家中与亲人
团圆。”高长红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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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野生丹顶鹤

保障野生丹顶鹤﹃﹃过个好年
过个好年﹄﹄

今年春节期
间，在位于盘锦
市的辽宁辽河口
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内，一群群野
生丹顶鹤或高空
展翅翱翔，或“水
足饭饱”后亮声
鸣唱，意趣十足。

辽宁省盘锦
市是国际湿地城
市，其湿地是全国
第三大野生丹顶
鹤越冬地。盘锦
市林业和湿地保
护服务中心鹤类
繁育保护站站长
于长斌告诉中国
城市报记者，通
过春节前开展的
越冬丹顶鹤调查，
共统计到94只野
生丹顶鹤来到了
盘锦。虽然它们
自然分成几个鹤
群，但生活十分有
规律，每天早上8
点多吃早餐，饱腹
后便会飞到海边
玩耍。

在野生丹顶
鹤来之前，盘锦
市林业和湿地保

护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就做了充分的准
备：划定保护区域、备足口粮、制定救助
预案、每天必到保护站“打卡”……只为
等待远方“客人”的到来。

随着远方“客人”陆续到来，工作人
员坚持陪伴在侧。尤其是今年春节期
间，为确保野生丹顶鹤在盘锦过好年，
总有工作人员守在保护站。其实，和野
生丹顶鹤一起过年早已成为盘锦市许
多林湿人的“年俗”，它们吃得好、飞得
高、状态好、作息规律就是林湿人最大
的新年愿望。

说到与丹顶鹤一起过年，从事林业
和湿地、鸟类保护事业30余年的盘锦市
林业和湿地保护服务中心主任李玉祥
同样有发言权。每年春节他都会走到
辽河口、钻进芦苇荡、踏入大湿地，看鸟
儿健康与否，说上一声平安。

李玉祥介绍，辽宁辽河口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越冬丹顶鹤调查是全国越冬鹤
类调查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自2019年
开展以来，他负责主导辽宁地区大连、锦
州、盘锦、葫芦岛4个城市的调查工作。

“通过监测统计发现，每年来盘锦越冬
栖息的野生丹顶鹤数量逐年增加。此
外，春节前开展的活动同步监测到了去
年盘锦市野化放飞的68只人工繁育丹
顶鹤，它们生存状态良好。”李玉祥说。

来盘锦越冬栖息的野生丹顶鹤数
量从5只到94只；野化放归自然的人工
繁育丹顶鹤融入野生种群，又成为野生
种 群 选 择 来 盘 越 冬 栖 息 的“ 引 路
者”……种种实例变化的背后，是盘锦
市始终坚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发展理念、坚持“生态立市”发展战略的
生动诠释，是盘锦市林湿人对鸟类及其
生存环境等方面的真情守护。

“众多盘锦市林业和湿地保护人共
同努力，根据种群状态和气候变化，灵
活调整越冬保障服务，让野生丹顶鹤过
好了一个平安无忧的幸福年。同时，我
们也会不断强化、提升保护的决心和行
动，做好迎接野生丹顶鹤明年带着更多
的朋友一起来盘锦过年的准备。”李玉
祥说。

■中国城市报记者 邢 灿

今年春节期间，在四川省阿坝藏族
羌族自治州小金县达维镇政府内，聚集
的农户们个个眉开眼笑，充满期待地看
着即将发放到自己手里的玫瑰花丰收
款。这里即将举行2022年玫瑰种植专
业合作社玫瑰花收购款现场发放仪式，
达维镇冒水村党支部书记陈望慧早早便
来到现场，准备收购款发放工作。

在玫瑰花收购款领取现场，农户与
合作社负责人逐一核对数字，依次排队
有序签字领款。拿到收购款的群众脸
上笑开了花，纷纷表示这个年过得更幸
福了。

“在这儿签个字,再按个手印就好
了”“点一点看看够数没有”“今年收益
不错啊”……现场，陈望慧也不住与农

户们攀谈着，还为大家宣讲了党的二十
大精神。

这些年来，陈望慧一直在探索玫瑰
致富路。冒水村位于夹金山脚下，平均
海拔近3000米，山高坡陡，土地贫瘠。
村民以往主要种土豆、玉米等传统作物，
始终富不起来。经过考察学习，陈望慧
决定在当地发展玫瑰种植业。

为了寻找能让村里脱贫的玫瑰，陈
望慧辗转考察了甘肃、陕西、云南等地，
自掏腰包引进玫瑰品种，集中实验；经过
多次试种和品种优选，确定了适宜在本
土生长的大马士革等8个玫瑰品种。陈
望慧带头成立了玫瑰种植专业合作社，
并发动党员干部首先试种。

在一步步摸索的过程中，合作社逐
步确立了以“支部+公司+合作社+农
户+基地”的发展模式，合作社负责育

苗、统一发放种苗、技术培训、种植、修剪
和采摘玫瑰鲜花等管理工作，村民只负
责种植、摘花等工作，公司负责收购、加
工、销售玫瑰系列产品，并支付村民玫瑰
花款。

近几年，因市场形势日趋严峻，为保
证玫瑰花产业的持续发展，陈望慧筹资
3000多万元建设玫瑰科研楼，把外面的
教授、专家、院校团队请进大山里来，全
力拓展产品链、产业链，生产玫瑰系列产
品。玫瑰科研楼的建成，使企业缺人才
及人才难请、难留的问题得到改观。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在当地政府的鼓励支持下，冒水村
附近的村民也逐渐种起了玫瑰，一朵朵

“脱贫玫瑰”在大山深处绽放。如今，玫
瑰种植已辐射小金县13个乡镇46个
村，带动3000余户2万余人实现增收。

北京西城什刹海街道：
居民体验民俗闹元宵

剪纸、猜灯谜、摇元宵、投

壶……2月3日，北京市西城区

什刹海街道结合传统元宵佳

节举办“海畔贺新春，奋进新

征程”2023年什刹海街道第十

八届社区文化节暨元宵节庆

祝活动。辖区居民共聚一堂，

在特色民俗中沉浸式感受中

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摄

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

玫瑰种植农户喜领丰收款玫瑰种植农户喜领丰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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