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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职干部李宏宇的京唐“双城”生活——

“多了一份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记者 汤润清 王育民

从唐山曹妃甸工业区到北京和平
里，单程240公里，车程3个多小时，这
一周，李宏宇便跑了两个往返。

作为到曹妃甸挂职交流的北京干
部，京冀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管委
会副主任李宏宇的“双城生活”已持续
了一年多。

2 月 10 日上午 7 时 30 分，记者随
李宏宇踏上回京路。

座驾白色小别克，是李宏宇的私
家车。戴上墨镜、白手套，驾驶位上的
李宏宇俨然老司机。

“平时回京不经常开车，一般搭
乘首钢京唐公司班车。”李宏宇笑
言，是前几天那场小雪给了自己“开

专车”的机会。“周一约了几个有疏
解意向的企业老总在北京联络洽谈，
周三回曹妃甸开通气会，结果赶上下
雪高速封路，又没买到火车票，只好
开车走省道回来了。”

谈及在曹妃甸挂职这一年多的经
历，李宏宇用“工作顺利，生活愉快”八
个字概括。

2016 年 4 月，京冀曹妃甸协同发
展示范区管委会组建，11 月 23 日，
北京选派到示范区挂职的13名干部到
岗。时任北京市发改委稽查办调研员
的李宏宇挂职任管委会副主任。

“若是时光倒退五年，我完全不能
想象自己年过半百还会换一个城市过另
一种生活。”李宏宇说，京津冀协同发展
战略不仅书写了国家层面的宏伟蓝图，

也给了许许多多普通人别样的人生。
一路畅谈一路行。临近中午时

分，车到目的地。在楼道门口，一位邻
居热情地打招呼：“好久不见，您这又
上北京招商来了？”李宏宇不禁开怀大
笑：“别看有时我一周回北京好几次，
但在家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 48 小时。
现在街坊邻居都把我当曹妃甸人了。”

李宏宇告诉记者，在京冀曹妃甸协
同发展示范区挂职的北京干部中，自己
是年龄最大的，所以更多了一份时不我
待的紧迫感。“在北京我们出去招商，看
上去个个西服革履，可那些大客户哪知
道，为了避开拥堵赶时间，我们是骑小
黄车来的。”

正是凭着这样的精神和情怀，李
宏宇和他的团队付出多多，收获满

满。目前，京冀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
区重点项目进展顺利，成果喜人——
中冶瑞木新材料等项目正加紧建设；
城建重工新能源汽车等项目已建成投
产；中铁十六局建工机械高端装备制
造基地、北京市政集团钢结构项目等
一批重大项目正加速推进。

去年 8 月 27 日，李宏宇和他的团
队荣获唐山市首届“市长特别奖”。李
宏宇代表挂职干部接过了奖杯，20 万
元奖金则捐给“希望工程”，设立了唐
山市“京冀协同发展圆梦贫困学子助
学基金”。

李宏宇说，无论自己何时回到从
前的生活，都永远不会忘记唐山，不会
忘记曹妃甸给了自己职业生涯中的

“高光时刻”。

□记者 尉迟国利

2 月 7 日，农历腊月二十二，宽城
满族自治县桲罗台镇大集。

5 时起床，6 时出发。在寒风中驾
船一个多小时，冀北承德宽城供电分
公司桲罗台供电所绿舟服务队的队员
们，8 时多就赶到所里办完了工作上的
事。之后，他们急匆匆地赶往大集。

路上，队长李希友的电话又响了
起来。

“希友，帮我捎两件‘小山庄’。”
撂下电话，李希友拿出小纸条，认

真地记录起来。记者扫了一眼小纸
条，上面密密麻麻写着：老马米一袋、
白云烟两条；老刘镰刀一把⋯⋯

“这些东西都是给乡亲们捎的。”
脸庞黑黑的李希友憨厚地一笑。进入
腊月，李希友的电话比往常多了起
来。“大部分都是让我捎东西的。”

李希友是潘家口水库库区的一名
农电工。

1982 年，潘家口水库建成后，有
400 多农户、1600 多口人由山下转移
到环库区的山坡。船便成了库区村民
通往外界的主要交通工具，购买日常
生活必需品都得走水路，少则几十公
里，多则百余公里。

1999 年，承德宽城供电分公司聘
用 9 名农村电工，负责潘家口库区 6 个
村子用电收费和线路维修等工作。
9 名农家汉子都是共产党员，深知库区
百姓的难处，大家一合计，决定利用每
月抄表进城送电费的便利，为库区百
姓免费捎货。

从针头线脑、柴米油盐，到种子化
肥、冰箱电视⋯⋯这一捎就是18年，他
们也被百姓亲切称为“绿舟服务队”。

如今服务队从最初的 9 人变成了
8 人，其中一人已经退休。但他们初心

不改，“绿舟”依然穿行在青山绿水间，
风雨无阻。

集市上人头攒动，李希友挤到一处
卖农具的摊位旁。抄起镰刀用大拇指
试了试，觉得满意了才开口问价格，经
过一番讨价还价，李希友付了 8 元钱。

“库区村民的生活不太富裕，既然乡亲
们信任咱，咱就得精打细算，把好事办
好。”

就在李希友与摊主砍价的时候，
另一名队员徐海成走进了药房。

“曲克芦丁两瓶、西比灵两盒，再
来一盒舒筋活血片。”

“还是记账上？”店老板问道。

“记吧，回头一块儿算。”老徐点点
头说，“都是乡里乡亲的，况且他们岁
数也大了，块八毛钱的，没法让他们
掏钱。”

“你看着是一块两块的，可加起来
就不是个小数目。这老哥可没少往里
搭钱。”店主告诉记者。

不知不觉间，已近中午。队员们
手拿肩扛各种生活用品回到所里，在
食堂简单吃了口饭，便赶往码头。踏
着冰面，几个人把东西装进船舱，便开
动马达，乘风破“冰”驶向库区。

因为是敞篷船，没有任何遮挡，人
们只能立在船头，寒风吹过面颊，如同

刀割。行驶了近两个小时，小船终于
靠了岸。这时记者穿的厚棉裤和羽绒
服早已被风打透，面部冻得僵硬，下半
肢也已麻木得不听使唤，连说话都张
不开嘴。

在燕子峪村小码头，接过李希友
捎来的小山庄酒的李希凯说：“绿舟服
务队的队员不仅帮我买东西，还帮我
拿药，家里有事，随叫随到，他们就是
我的亲人呀。”

给最后一家送完东西，已是下午 4
时多，李希友喘了口气，喝了口水。“大
年底下，家家都等着年货过年，早给他
们送去，咱心里早踏实。”

记者在现场

跟着“绿舟”捎年货
□记者 原付川

挂 灯 笼 、写 春 联 、备 年
货 ⋯⋯进了腊月，雄安新区城
乡的年味越来越浓了。

2 月 12 日，农历腊月二十
七。一上班，安新县店上村驻
村工作组副组长曹玉江和成员
蒋国兰、李磊，拎着两桶油、一
袋米往村里贫困户倪秀英家
赶，“怕大妈家里没什么年货，
去看看放心”。

“老曹，正念叨你呢，你们
就来啦！”得知驻村工作组的人
来了，倪大妈撩开棉布帘子迎
了出来。走进屋子，一股暖融
融的气息扑面而来，记者的眼
镜片上起了层水雾，只见七八
平方米的客厅内，安装着几组
暖气片。尽管房子老，但屋内
收拾得干净整洁。

“驻村工作组帮我们在院
里搭了简易房，安装了洁净炉
子，烧上了洁净煤⋯⋯”听说记
者是和驻村工作组一起来的，
倪大妈拉着记者说个不停。“以
后再也不用烧蜂窝煤、煤砟块，
不用担心屋里呛、不暖和喽！”

今年 62 岁的倪大妈，丈夫
去世早，独自拉扯着一个女儿
和两个儿子长大成人。这几
年，她身体状况大不如前，再加
上大儿子是智障，全家的花销
都指望着在外打工的女儿和
女婿。

“驻村工作组与我们心贴
心，帮忙帮到家里！”倪大妈告
诉记者，平日里，女儿女婿忙着
上班，家里遇到困难，驻村工作
组都帮着解决。只要遇上刮风
下雨天，驻村工作组肯定会第
一时间赶来，雨天房子漏雨帮
着修，雪后帮着扫院子⋯⋯

曹玉江是安新县残疾人联
合会理事长。去年 4 月，雄安
新区设立后，作为三县 2100 多
名机关干部组成的驻村工作组
成员，曹玉江与十几名县乡驻
村干部来到店上村，和村民同
吃同住，为群众排忧解难。

渐渐地，村里人都把驻村
工作组当成主心骨，并亲切地

称曹玉江为老曹。去年夏天，
老曹和其他驻村工作组成员头
戴一色的草帽，挥汗如雨帮助
群众抢收小麦，不知疲倦，不喊
苦累，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草
帽哥”。去年 10 月，得知几位
村民租种的 200 亩 西 瓜 滞 销
后，驻村工作组第一时间对外
发布信息，呼吁社会各界爱心
人士认购爱心瓜，不到一周的
时 间 80 多 万 斤 西 瓜 销 售 一
空⋯⋯

从倪大妈家出来，老曹赶
到村委会。趁着几个村干部和
驻村工作组成员都在，他对大
家伙儿说：“今天咱们把乡亲们
就业培训的事情再谋划谋划，
争取今年有大发展。”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前不久，驻村干部开展挨家挨
户大调查时，很多村民觉得雄
安新区要大力发展高端高新产
业，都担心自己跟不上新区发
展步伐，将来找不到好工作。

“得帮助乡亲们和新区一
起成长，帮他们学到一技之长，
实现高水平高质量就业。”在安
新县就业局的帮助下，驻村工
作组请来技校老师，办起了园
林绿化职业技术培训班。由于
培训内容满足了群众的培训意
愿和就业需求，适应新区未来
的用工需要，60 多名村民踊跃
报名参加。

正赶上园林绿化职业技术
培训班结课。捧着大红色的结
业证书，村民梁根生欣喜地说：

“就业培训不仅帮我们提高了
文化水平和素质，而且还提升
了就业能力和信心，我们现在
有了融入新区的底气。”

“学了技能，考了结业证
书，可不知道哪里有相应的岗
位呀？”驻村工作组和村干部
们正商量事，梁根生和几个学
员推开门，着急地问。

得知春节后驻村工作组将
帮着村里搞就业对接会，梁根
生高兴地说：“他们就是村里的
贴心人，乡亲们最关心、最期盼
解决的问题，他们都为我们想
到啦！”

“草帽哥”的腊月二十七

□记者 刘雅静

冬日的崇礼，下午 5 时天
色就已全暗了下来，随着最后
一组巡逻队员对雪场进行全面
清场后，热闹了一天的崇礼区
密苑云顶滑雪场恢复了宁静。

此时，轰鸣的机器声相继
响起，温龙带着他的压雪机车
队要出发了——夜间寂静的雪
场是属于他们的，20 多条雪道
需要他们去“耕耘”，直到天亮。

“一车二车去这边，三车四
车去那边。”洁白的雪场里，压
雪机主管温龙有条不紊地布置
着工作。驾驶员们驾驶着 9 吨
多重、400 多马力的“大家伙”
向四周奔去。温龙指着距离
50 米远的雪道告诉记者，这叫

“曼陀罗”，是雪场内最长的雪
道，约 3000 米，不仅长，而且坡
度较大，这样的雪道对于压雪
机工作来说困难最大。一条
雪道干下来，起码要两个半小
时。

说话间，只见驶入“曼陀
罗”雪道的压雪机，车身立即呈
现出头高尾底的状态。“上坡
时，驾驶员身体后倾，腰和脖子
需要支撑身体保持平衡；下坡
时，驾驶员的身体又往前栽，这
时需要腿部和胳膊用力支撑，
坡度最陡的地方，身体和压雪
机几乎和雪道成 60 度夹角，新

手上岗都提心吊胆呢。”
温龙告诉记者，现在队里

一共 9 人，3 名外籍驾驶员负责
技术含量高的雪道修建，其余6
名驾驶员分成两班轮流上岗，
今天他上的是晚班，零点左右
换班。

漫漫长夜，他们就这样驾
驶着压雪机，在静寂空旷的雪
道上一工作就是 6 个小时，期
间不吃不喝，但是有一样东西
却必不可少——收音机。“这是
唯一能排遣寂寞和睡意的东
西，缺啥也不能缺它，要不几个
小时驾驶室里就自己一个人咋
过？”温龙笑着说。

天色越来越黑，山里的风
也越来越大。“风大不好呀，这
样压雪机犁过的地方容易被吹
来的雪覆盖，我们要求犁过的
雪道必须平整，而且呈现出‘面
条状’，否则需要重新犁，这样
会增加很多工作量。”

温龙今年29岁，别看年轻，
却是一名资深的压雪机老司
机，在这一行已经干了6年。从
学徒慢慢成长为一名主管，其
中有他对工作的一份责任，更
多的是他对冰雪运动的热爱。

“我是土生土长的崇礼人，眼看
着崇礼从一个无人知晓的小山
城成为即将举办冬奥会的国际
化冰雪小镇，我真的为自己的
工作感到光荣和自豪！”

夜幕下的雪场“耕耘者”

“绿舟”
队员在给村
民精心挑选
年货。

记者
尉迟国利摄

□记者 王成果

“确认发车手信号绿灯。”2 月 9 日
8 时 45 分，火车司机李斌和副司机刘
海涛驾驶着 K1163 次列车驶出保定
站。

这是李斌值乘的第17个春运。不
久前，他成功创下了安全行车 100 万
公里无事故的纪录。

李斌是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石家
庄电力机务段保定运用车间的一名电
力机车司机。

“上了车，司机的嘴巴几乎不能
停。每过一个信号机、一个弯道、一个
桥梁等，正副司机都要喊相应口令。”
李斌告诉记者，160 公里的时速，平均
20多秒就有一个信号机，再加上弯道、
桥梁等，几乎没有喝水的时间。“就算
有时间也不敢喝水，因为没时间上厕
所。”李斌常跑的石家庄至北京西区
间，共有300多个信号机。

除了一张“铁嘴”，李斌还长着一
双“立体眼”。“除了身后不用看，前面、
上边、下边、左边、右边都得观察到，看
线路、看信号，看有没有不该进入护网
的人。”李斌说。

2017年春运期间，李斌就因“瞭望
彻底、安全预想到位、控制速度合理”，
在机车出库后发现了另一台机车可能

影响本台机车出库的可能，及时采取
措施在警冲标 10 米之外把机车停住，
避免了一起可能发生的机车侧面冲突
事故。

李斌还是同行内“一把闸停车”的
标杆。

由 18 节车厢组成的重 1000 多吨
的列车，以35公里的时速进站时，约需
要 260 米的制动距离。最后停稳的位

置，要使司机室侧面车窗对准站台的停
车位置杆。车窗宽度只有 30 厘米，也
就是说，停车的误差范围只有30厘米。

然而，火车制动与汽车不同，刹车
只能“踩”，不能“松”。因此，为避免驶
过位置杆，大多数司机往往要多“踩”
几次，最后停稳。

李斌却不同，一次刹车便可将车
停到位。“少几次刹车，旅客就减少几

次晃动。”为此，他精确熟记了自己担
当的京广线上 28 个车站的 56 个位置
杆位置，近乎 100%做到了一把制动闸
停车到位。

“操作水平高，非正常处理能力
强。”这是 2017 年保定运用车间对李
斌业务素质分析中的一句话。

今年春运期间，由于增开列车，李
斌一个月内有24天在外执勤。要出夜
班，今年除夕李斌又不能和家人一起
过了。当客运司机 17 年，他几乎年年
如此。

在李斌家中，记者见到了4个陈旧
的工作证，上面记录了这个火车司机
世家与中国铁路的缘分。

李斌的高祖李午寅，曾是一名司
炉工，1901 年被清政府的铁路总公司
招工进入卢汉铁路公司。李斌的曾祖
李方卿、祖父李世林、父亲李宝生，都
是火车司机。

李家五代人都热爱这个职业，一
代叮嘱一代“安全责任大于天”。

一百多年来，从龙号机车到现在
的和谐型机车，从时速 60 公里的蒸汽
机车到时速80公里的内燃机车再到现
在时速 150 公里的电力机车，李斌一
家五代人，经历了我国铁路电力牵引
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也见证了
从“机车”到“动车组”的变迁。

带着四代人的嘱托开火车
——一个铁路世家火车司机的春运时间

2 月 12 日，安新县店上村驻村工作组成员凌贺良（左一）在慰
问困难群众。 记者 田 明 史晟全摄

2 月 9 日，李斌（前）与副司机在 K1163 次列车的司机室内进行发车前的准
备。 记者 耿 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