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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现场

基层听心声

焊花就是最美的烟花
——在京张铁路太子城隧道施工现场

房庄的冬天“热”起来

燕赵气象新

□记者 刘雅静

2 月 15 日，农历除夕，万家团
圆、爆竹声声。

此时，京张高铁崇礼支线太子城
隧道内却一如既往，没有缤纷彩灯、
没有绚丽烟花，甚至没有手机信号，
只有机声隆隆、焊花飞溅。

“这焊花也蛮漂亮的，就当是工
地上 为 辞 旧 迎 新 燃 放 的 烟 花 吧 ！”
四川籍工人徐小平说。作为一名在筑
路 队 伍 中 摸 爬 滚 打 了 15 年 的 “ 老
兵”来讲，以钢筋为伴、与焊花同舞
的日子早已让他习以为常，但在工地
上过年，还是头一回。

徐小平参与修建的崇礼支线铁
路 全长 53.84km，设计行车速度 250
公里每小时。计划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前完工。半月前，当得知徐小平今年
不能回家过年时，电话那头的妻子瞬
间沉默了。

徐小平是去年 2 月 14 日来到崇礼
京张铁路建设工地的，一年间他一次
都没有回过四川老家，“每次想到父母
步履蹒跚的背影、小女儿天真烂漫的
笑脸、妻子期待的眼神时，我的心都
会一紧。”徐小平告诉记者，“希望以
后家人能坐上京张高铁，沿着我们修
建的铁路，来崇礼看冬奥会，那样，
我该多么自豪！”

“越到这个时候，安全员的任务
越重。”项目部安全员、来自内蒙古
的 90 后小伙王忠良也是第一次在工
地上过年。安全员主要负责每一个操

作流程的记录，比如登记上下岗的时
间是否佩戴安全防护、操作是否符合
标准、零部件安装是否正确，做好隧
道内巡视监管工作，“每一个环节，
我们都需要登记在册，实时监督。每
逢特殊节日，工人都会出现思乡情
绪，容易注意力不集中，此时施工现
场安全员的角色显得尤为重要。”王
忠良告诉记者，为保障工地施工安
全，今年他主动选择了在春节期间留
守工地。

同样在春节期间留守一线的还有
中铁四局崇礼三标项目部工会主席
仇杰，他告诉记者，冬季崇礼的气
温低至零下 20℃以下，隧道外已不
具备施工条件。隧道内气温在 10℃
以上，可以继续推进工程。工人们
克服隧道内复杂的地质条件，以每
天 3 米 的 速 度 掘 进 ， 每 天 工 作 8 个
小时。

“隧道内外有几十度的温差，隧道
内干得浑身大汗的工人们因为温差，
这个冬天病倒的特别多，但是却没有
一个请假。”说起建设者们的艰辛付
出，仇杰有说不尽的感动。

2017 年，崇礼铁路项目施工迎
来攻坚年，同时还面临工期紧、任
务重、要求高、迎检量大、有效工
期短等诸多因素，崇礼铁路两个隧
道进入保节点冲刺阶段。为保证工
期，中铁四局的广大员工发扬忘我
精神，采取倒班制，从进场施工之
日 起 从 未 间 断 。 在 这 个 寒 冷 的 冬
季 ， 600 多 名 建 设 者 克 服 困 难 坚 守

一 线。春节假期，坚守在岗的一
线工人、技术工人及管理、后
勤保障人员仍有 400 多人。

施工 不 停 年 味 愈 浓 。
项目部为了让奋战在一
线的建设者们过一个
温 馨 的 新 年 ， 组
织 大 家 贴 春 联、
挂红灯、包饺
子 、 猜 灯
谜 ⋯⋯

经 过
精 心 筹
备 ， 这 个
抬 头 见 山 、
低 头 看 石 的 小
院 里 有 了 “ 烟 火
气 ”。 操 着 不 同 的
方 言，品尝 着 精 心 烹
制 的 菜 肴，建设者们欢
声 笑 语 ， 透 着 十 足 的 精 气
神儿。

▲除夕夜，京张铁路太子城
隧道仍在紧张地施工。

记者 刘雅静摄

□记者 郭 猛 宋柏松

“发工资了。”2 月 9 日下
午，位于秦皇岛市海港区石门
寨镇房庄村的老君顶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里充满欢乐的气氛。

“虽然景区春节不放假，还
是要抽时间去置办些年货。现
在收入高了，生活好了，年要过
出滋味来。”房继敏和丈夫都在
景 区 工 作 ，两 人 共 领 到 了 近
10000元的工资。

老君顶景区 2015 年由房
庄村党支部书记房文平投资建
设。房庄村 60 多户人家 200
多口人，耕地少还都是山坡地，
村民收入主要靠外出打工。为
了带领大家一起致富，做苗木
生意的房文平利用村旁的大石
河河道建设了老君顶景区，搞
起了漂流。

景区建起来，村民有了工
作，以前在外打工的好多人也
回来了。房继敏原来在外地一
家饭店工作，每月只有 2000 多
元的收入，现在，她的工资近
5000 元。“不但收入高了，家门
口打工，老人孩子都能照顾。”
房继敏说，她爱人是山东人，也
跟着她回到景区工作了。据
介绍，景区现有职工 180 多人，
全部是房庄和附近村庄的村
民。为了让村民获得更多的
收入，担任老君顶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董事长的房文平从公司
股份里拿出 10%作为村集体的
股份，拿出 10%作为全体村民
的股份。

在老君顶景区，游客们正
在尽情地玩雪圈、冰球、攀冰、
冰车等。“所有的项目我都玩儿
了。”来自上海的小游客焦星
辰，一下就被好玩儿的冰雪项
目吸引住了。

2017 年，第二届河北省旅
发大会把房庄村定为重点观摩
村 。 为 此 ，老 君 顶 景 区 投 资
6000 多万元改造基础设施，新
建了停车场、步游路、游客中心
等基础设施。同时增添了乡村
文化旅游内涵，积极打造文化+
旅游+生态的乡村游品牌。

进入冬季以来，景区又投
入近千万元改造冰雪乐园，扩
建冰雪场地，兴建国际标准滑
冰场，冰雪项目由原来的 12 项
增加到 38 项。游客既可以体
验滑雪滑冰的乐趣，又可以观
赏冰上速滑、冰壶、攀冰等精
彩 赛 事 ，还 可 享 受 乡 村 过 大
年，挂红灯，看大戏等民俗乐
趣。如今，房庄村已经成了春
季看花、夏季漂流、秋季采摘、
冬季冰雪四季皆可旅游的美
丽乡村。

“从 2017 年 12 月 20 日开
始营业到现在，景区共接待游
客近 6 万人次，收入 370 多万
元，预计整个冬季将收入 500
多万元。”对账、发工资⋯⋯老
君顶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财务科
长罗玉敏特别忙碌。

在老君顶景区外边，卖农副
产品的摊位一字排开。“一冬天
的时间，村民家产的农副产品
和从山上采的山货就全卖光了，
这又给大家增加不少收入呢。”
老君顶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
理房继臣说。

“ 我 是 这 里 边 岁 数 最 大
的。我们董事长说了，大家能
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别的我
干不了，就做点这个。”73 岁的
李忠文正在卖糖葫芦，她说，

“一冬天大概有 3000 元左右的
收入，现在花钱不用再向孩子
们要了。每天看着这么多人，
心情都好了很多呢！”

电子鞭炮俏销狮城
□记者 刘树鹏

2 月 11 日 已 是 腊 月 二 十
六 ，沧 州 市 的 大 街 小 巷 弥 漫
着浓浓的节日气氛。

今天是个大晴天，天蓝日
朗。行走在街道上，忽然，一阵
阵鞭炮声不断传来，引起了记
者的注意。不是已明令禁止市
区范围内燃放烟花爆竹吗？怎
么有人公然燃放鞭炮呢？

面对记者的疑问，一位路
过的女同志笑呵呵地说：“人家
放的是电子鞭炮，快去买一挂
吧！”这句话激起了记者的好奇
心，决定一探究竟。

记者循声来到沧州市道东
国富市场，这里的节日商品琳
琅满目，让人眼花缭乱，逛市场
的城乡居民也是摩肩接踵。

最热闹的还要属市场的北
边，在许多婚庆礼品商店门前，
悬挂着一挂挂色彩绚丽的电子
鞭炮，正发出噼里啪啦的脆响。

在一家商店门前，店老板
手里提着一挂红彤彤的电子鞭
炮，兴高采烈地向围观的人推
荐：“看呐，这种鞭炮没污染，没
危险，挂在屋里放就行。买一

挂鞭，可以用好几年。”
店老板一边说，一边打开

开关，那挂电子鞭炮立刻发出
震耳欲聋的响声。看到几个妇
女捂住耳朵，店老板随手调了
一下开关，声音便小了许多。

在另一家商店，一位姓于
的老板告诉记者，他的店从去
年开始卖电子鞭炮，但买的人
很 少 ，一 年 也 没 有 卖 出 过 几
挂。今年进了腊月，这电子鞭
炮一下子很俏销，他进了 10 多
种类型的电子鞭炮，现在卖得
只剩下两种了。

记者在现场看到，电子鞭
炮分插电和充电两种类型，可
根据燃放现场有无电源进行选
择。有的电子鞭炮还配有遥控
器，按不同的按键，可以发出不
同的音效，有的带“钻天猴”的
声音，有的带喜洋洋的音乐，有
的带祝福的话语，每挂价格在
150元到350元不等。

一位老太太拿着一挂电子
鞭炮一边走一边对记者说：“这
种鞭炮虽然比普通鞭炮贵一
些，但可以循环使用，还可以给
孙子当玩具，不怕伤着手，最重
要的是不污染环境，环保！”

□记者 乔宾娟

年终岁尾，爱心救助活动
多了起来。记者在今年的献爱
心、送温暖活动中看到了很多
熟悉的面孔。

2月9日，邯郸户外救援队队
长王继军带着几名队友，到涉县
看望了几位贫困儿童，送去了装
着文具和生活用品的温暖包。

“用自己的微薄之力帮助到需要
帮助的人，很有意义，我们的温
暖包项目会一直继续下去。”

2月10日，磁县的任喜鱼再
一次见到了曾经帮助过自己的
恩人——杨金海。任喜鱼丈夫
宋长青因骨折住院，杨金海得信
又专门到医院给他们夫妇俩送
上3000元救助金。那一天，杨金
海还为33户困难群众送去了米、
面、油和慰问金，合计18000元。
20 多年来，他已帮助困难群众
200多人，累计捐款100多万元。

2 月 12 日，王英杰拉着书

籍、水果、挂面、奶糖等三四十
箱物品来到武安民建福利爱心
村，为这里的百余名孩子送来
春 节 礼 物 。 对 于 这 位“ 王 妈
妈”，爱心村的孩子们不陌生。
负责人李利娟告诉记者，王英
杰每月都会带着物品来爱心
村，已经坚持了两年多。

采访这些善良可敬的捐赠
人，我深深感觉到，奉献爱心已
经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是一种
积极的生活方式。正像王英杰
所说的那样：“去帮助需要帮助
的人，成了我每个月必做的事。
做了，心里才踏实。”她说，有不
少人定期给她发红包，让她替他
们向困难的孩子们献点爱心。

当越来越多的人有了爱的
习惯，当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善
的洪流，当奉献爱心不只是年
节假日的“短期行为”，而是寻
常日子的生活方式时，我们的
生活会因为这些“习惯成自然”
的善举变得更加温暖和美好。

记者手记

让爱心善举“习惯成自然”

□记者 孙占稳 孟宪峰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除夕之夜的
廊坊市区格外美丽。2 月 15 日 19 时，
记者走进廊坊市公安消防支队指挥中
心，“零距离”感受守护百姓平安的消
防官兵的除夕夜。

廊坊市公安消防支队 8 楼指挥中
心内，灯火通明。大屏幕左上角的电
子时钟一秒一秒跳动着，狗年新春即
将来临；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来自市
区不同区域的清晰画面；第一排的接
警台前，接警员许玉龙和3位战友值守
着 4 部红色的接警电话；后面指挥席
上，廊坊市公安消防支队支队长王伟、
参谋长胡立强等带班、值班首长，目不
转睛地盯着大屏幕上闪过的画面。

这里是全市庞大公安消防系统的
“大脑”。每天，成百上千条消防指令通

过电波从这里“飞”到全市 12 个大队、
19 个中队、7 个小型消防站，时时刻刻
守护着全市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这儿显示的是目前全市各消防
中队正在执勤的消防车辆数目。”指着
大屏幕左侧的一组数字，参谋长胡立
强告诉我们，除夕夜全市 19 个消防中
队、7 个小型消防站共有 172 台消防车
辆巡逻、执勤，各消防大中队都是单位
主官值班、带班。

“嘀铃铃——”2 月 15 日 20 时 50
分 17 秒，指挥中心的报警电话突然响
起，给安静的指挥中心大厅带来一丝
紧张的气氛：

“我们这里着火了⋯⋯”
接警员许玉龙第一时间接通电

话，在电脑上认真记录火警基本情
况。指挥中心迅即调派距离最近的特
勤中队的 3 部消防车辆赶往火警发生

地⋯⋯
21 时 15 分 ，前 方 传 来 消 息 ，火

灾处理完毕，火情未造成人员和财
产损失。

“去年春节，市主城区实施了烟花
爆竹禁放；今年，禁放的区域扩展到全
市各县（市）城区，并划定了烟花爆竹
禁售区域，火警较以往大幅降低。”支
队长王伟说，“但我们没有丝毫麻痹松
懈，仍是最高规格备勤值班、严防死
守，增加了巡逻频次和出勤人员，确保
让全市人民过一个平安、祥和的新春
佳节。”

“嘀铃铃——”又一起火情报警，
指挥中心的战斗指令迅速传到距离
火 警发生地最近的消防流动执勤车
上⋯⋯“一线的消防官兵最辛苦，很多
时候大家的年夜饭都不能按点吃，甚
至有的只能在消防车上凑合一顿。”多

年除夕夜在指挥中心度过的王伟说。
万家团圆的除夕夜，守岁的人们

欣赏着电视里的精彩节目；城市的街
道霓虹灯闪烁变幻，新的一年悄然来
临。记者通过指挥中心的大屏幕看
到，各消防中队的官兵们依然是身着
战斗服装，随时准备出警；辞旧迎新的
新年钟声里，一部部消防巡逻车依旧
行驶在市区街头⋯⋯

截至 2 月 16 日凌晨 2 时，廊坊市
公安消防指挥中心所接到的群众火灾
报警，全部得到及时处置，未发生重大
财产损失。“除夕夜，廊坊平安！”简简
单单7个字的背后，既有全市消防官兵
寒夜的默默坚守，也饱含了他们平日
工作的兢兢业业。从去年 12 月份至
今，廊坊市连续3次开展冬季消防安全
隐患整治攻坚行动，督促整改火灾隐
患 43951 处，筑牢了全市消防安全的

“防火墙”。
凌晨两点半，记者离开廊坊市公

安消防支队指挥中心。此时，平日车
水马龙的城市街头已是车少人稀，宽
阔的马路显得有些空旷。当一辆消防
执勤车从记者的车旁驶过时，一句话
浮上了我们的脑海：“哪有什么岁月静
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零距离”感受消防官兵的除夕夜

为了百姓平安 他们坚守岗位

口述/姚桂娟
整理/记者 尉迟国利

我叫姚桂娟，今年 47 岁，是宽
城满族自治县桲罗台镇西卜子村农
民。我的家坐在炕头上就能看到潘
家口水库，原先一直靠在水库养鱼
为生。

我们家陆续养了 4 个大网箱，
这 6 间新瓦房就是靠养鱼盖起来
的。2016 年下半年，政府开始清理
网箱养鱼，我一开始真不愿意。但
政府宣传时说了，人不能光顾自己，
光顾眼前，还得顾全大局，还得考虑
长远。

小时候我们都能看到小鱼小虾
在水里游，后来网箱养鱼多了，水质
确实比以前差了很多。咱是党员，
又当过幼儿教师，镇上来做工作：看
看水库的水质，为了让天津人民喝
上干净水，为子孙后代着想，咱得起
带头作用。

拿到补偿款，看着一网网的鱼
被拉走，我就开始琢磨以后干啥营
生。我家俩儿子，一个该娶媳妇了，
一个在上高中，都正是花钱的时
候。我丈夫会电焊，谁家船坏了都
找他，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要想过好日子，你就得干。看
着来水库游玩的人越来越多，趁着
翻新房，我盖了几间厢房，发展农
家游。既能住宿也能做饭，让游玩
的人有个歇脚的地方。一年算下
来，赚得还不少。

前 些
天 ，听 镇 上
干部说，政府
也 在 想 方 设 法
谋 划 渔 民 的 生 计
问 题 。 县 里 要 开 发
蟠龙湖，着重发展旅游
业，以此来带动就业和
增 收 。 目 前 中 色 地 苑 、
京 承 集 团 5 个 特 色 小 镇
等大项目都有了眉目。

项目真成了，来旅游
的人肯定不会少。发展农
家游，日子有奔头。趁着
这股东风，除了经营好农
家院，我还寻思着搞些副
业。这不，马上要过年了，
我这几天蒸点黏豆包，既
能 自 己 吃 ，城 里 人 也 爱
买。我相信我们的日子肯
定会一天更比一天好。

潘家口水库渔民姚桂娟

搞起农家游 日子有奔头
邢台市南长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约医生王永霞

做健康守护者 当百姓贴心人
口述/王永霞
整理/记者 黄清标

我叫王永霞，44 岁，是邢台
市桥东区南长街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的
一名全科
医 生 ，也
是一名家
庭责任医
生。我和临

床医师刘鑫、中医
医师闫文康组成

的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团队，春

节期间也
会 轮

流 值
班 和 随

访 签 约 居
民。只要患者

有诊治需要，不管刮
风下雨，也不管时间
多晚，我都会尽快赶
去提供服务，因为我
们对社区居民做出

了承诺：“成为您健康的守护者和生活的
贴心人。”

2016年9月以来，我们这个团队先
后与923名辖区居民“签约”，为他们及
时提供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患
者能吃药治好病，就不为他们打针、输
液，慎用抗生素药。我把签约居民当
自己亲人对待，和300余名患者添加了
微信，手机里存着500多名患者的联系
电话，力争在询查、调查和筛查中，早
发现、诊断、治疗他们的病情。

去年我荣获了邢台市五一劳动奖
章。不久前，我们这个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团队被评为 2017 年全国“优秀家庭
医生团队”。面对荣誉，我更感觉到自
身的不足。今年，我希望能获得参加清
华大学基层全科医师研修班、去大医院
进修之类的充电机会，进一步提高对常
见病、多发病等的诊治水平，唯有不断
学习提高，才能更好地履行“健康守护
者”的职责。

在新的一年，我特别希望能有新的
医生加入我们中心工作。近十年来，已经
有七八个年轻的医生因为中心收入低、
难以发挥个人专长而离开。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承担着繁多的工作，我们中心原
本有60多个编制，如今只有21人在编，
往往一人得干三四份活儿。建议政府和
教育、医疗、财政、人事等部门，今后能在
编制、收入、职称评定、服务期满转岗等
方面制定优惠政策、采取有效措施，吸引
优秀医护人员在基层扎根，让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能够提供更多方面的服务，真
正让群众看病首选“家门口的医院”。

①过年
了 ，蒸 点 黏 豆
包，姚桂娟希望生
活就像这豆包一样，
甜甜美美。 宋立新摄

②王永霞在为患
者诊疗。

记者 黄清标摄

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