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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困难群众过个好年

给自动售票机当“医生”

跨越血缘的爱

□河北日报记者 李建成 尉迟国利

炒 肉 丝 儿 、溜 肉 片 儿 、炖 肉 块
儿……1月24日14时许，滦平县长山峪
镇碾子沟村马占山家飘出阵阵肉香。

按照当地习俗，年三十这顿团圆家
宴要下午吃。马占山自家产的黑猪肉成
了餐桌上当之无愧的主角，成了“硬菜
担当”。

“靠着党的好政策，咱养猪脱了贫。
今年再加把力气，争取奔小康。”开饭之
前，马占山照例举杯致了开场词。

马占山今年 64岁，4年前开始养猪
时，还是贫困户。碾子沟村是个山沟沟，
人均只有九分耕地，山大林多石头硬，
祖祖辈辈靠种地。

2016年年初，老马借了1.2万元钱，
换回来6头老母猪。当年，老母猪下了60
多只小猪仔。年底，老马一下子就卖出
去40多头，光荣脱了贫。

养猪，是个技术活。可老马除了会
写自己名字，大字不识几个，技术从哪
来？“不会就学啊！”老马在镇、村的推荐
下，光到河北旅游职业学院畜牧班免费
学习，就去了3次。

“人家听课记笔记，咱不会写字，就
靠死记硬背。”每次上课，老马都坐在最
前排，生怕听不真切。滦平、北京……只
要有学习的机会，老马绝不放过。

老马的手机里有两个群：一个是技

术群，一个是销售群，群里大多是养殖
户。“遇到难题，大家在群里一说，很快
就能得到解决。”

吃着棒子面和买来的谷糠，在山沟
里“散步”，老马的黑猪肉肉质细腻，从
来不愁卖。

去年猪肉价格飙升，老马的黑猪最
高时活猪卖到了 25元一斤。“300多头，
腊月里全卖光了。”说起收入，老马乐得
拢不上嘴。

老马不仅自己挣钱，还雇着村
里的贫困户喂猪，甚至连杀猪他都
想着村民。“一个腊月，光杀猪，就
收入了五六千块。”村民单维
彬说。

“这得托好政策的福。”
老马说，去年资金一时周
转不开，脱贫不脱政策，信
用社为他贷了 5 万元钱的贷
款，才解了燃眉之急。

“新年新起点，咱还得扩大
规模，让更多村民参与进来，一起
奔小康。”吃罢年饭，老马和儿子在新
盖的楼房里喝着茶，开始筹划起新一
年事情……

团圆家宴上的“硬菜”

老曹的最后一次春运

□河北日报记者 赵书华 徐 华

红彤彤的灯笼挂满了一条条街道、
一座座屋檐、一道道山岭。村里村外，
屋新路净，游人如织，笑意盈盈。从
2012年人均纯收入不足 950元，到 2019
年人均纯收入达到13620元，1月24日，
除夕，阜平县骆驼湾村沉浸在一片喜迎
新春的气氛中。

骆驼湾的年味儿是从腊月二十三
小年就开始的。它在骆驼湾人晒在朋
友圈的一处处新街景中，它在村里男女
老少排演迎春节目的兴奋中，它在民宿
旅游员工过年排班的忙碌中，它在满街
蒸年糕、蒸花馍的馥郁香气中……

与总书记唠过嗑的唐宗秀，换上了
有着毛绒领的新棉袄；总书记踏过她家
门的顾宝青换上了女儿给买的新围
脖……以前，愁吃愁喝，年关难过。如
今，“两不愁，三保障”，昔日的贫困山
村变身为远近闻名的“旅游打卡地”，
人们打内心里想高歌现在的新生活。

美食街上，红、黄旗幌，迎风招展。

咦，人们拿着相机纷纷对准拍
照的是什么？原来是一块长
20.02 米、宽 2 米、高 0.13 米
的大年糕。

“这块年糕由12名村民用
时 400 个小时制作完成，用的是
阜平产的黍谷，阜平产的红枣。每
逢年节，骆驼湾村家家户户都要制作
年糕，寓意‘年年高’。”骆驼湾村民宿旅
游项目负责人齐剑介绍说。

“小时候在农村长大，家里困难，不
是每年过年都能吃上年糕。后来有条
件了，又觉得做起来麻烦，很少做。得
知村里有这个活动，今年特意带孩子回
来感受年味儿。”从外地返乡过年的周
建方说，以前在山里种地没出路，能干
的年轻人全都往外跑。如今村里有产
业、有事干，和她一起长大的很多同龄
人，都回村工作了。

下午 4时许，中央电视台春节特别
节目“一年又一年”连线骆驼湾的时间
到了，村民们纷纷聚拢到镜头前，自信
地向全国人民拜年。

央视春节特别节目“一年又一年”连线骆驼湾

黄土成金 山村“年年高”

▼每次添乘，
老曹都会仔细做好
数据记录，确保列
车安全、舒适运行。

河北日报记者
霍相博摄

▲大年三十，王腊旭
（左二）夫妇和两位老人一
起包饺子过年。
河北日报记者 邢 云摄

▲大年三十，马
占山高兴地贴福字。

河北日报记者
尉迟国利摄

（上接第一版）
“崇礼雨水充沛、空气新鲜、四季分

明，春天赏花、夏天避暑、秋天观景、冬天
滑雪。”多彩的崇礼让程国斌流连忘返。

2013年退休后，程国斌决定在崇礼常
住，这一住就是6年。

“这些年崇礼的变化带给我无数的
惊喜。过去的崇礼就是一个典型的农
村小县城，仅有的一条大街上只有两
三家小吃店，还是以焖面、莜面为主；

如今的崇礼，已经有小城市的构架。”
程国斌掰着手指头细数着他眼中崇礼
的变化：欧式的建筑风格充满了异域
风情；餐饮娱乐遍地开花；大型超市商
品丰富；小区门口开通两趟公交线；随
着 京 张 高 铁 开 通 ，往 返 北 京 更 便 捷
了 ……“前天我回北京，接上家人今天
一起坐高铁又回到崇礼过春节，小区
免费大巴直达小区，这比在北京从西
城到东城还方便。”他用“小而美”来形

容他的第二个故乡。
“哦，对了，作为 2022 年北京冬奥会

承办城市之一，崇礼的滑雪场越来越国
际化，我退休了竟然还在这儿学会了单
板！”程国斌得意地说。

说话间，春节晚会进入了倒计时。
伴随着春晚开篇那首熟悉的春节序

曲，程国斌送上了真诚的祝福：祝愿崇礼
越来越好，祝愿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冬残
奥会圆满成功！

（上接第一版）
秦皇岛港共有拖轮20艘、船员400多人，一艘

拖轮由 20 余名船员组成，一班 5 人，实行“四班
倒”，一班12小时。“春节期间人少，所以我们变成
三班倒，一个班 24 小时，这样部分船员能回家过
年。”李同雷说，他们这一班从24日早上7时30分，
一直工作到25日早上7时30分。

约10分钟后，三艘拖轮接近华江2货轮，在万
吨巨轮面前，拖轮显得有些渺小，但正是这些“小
个子大力士”助推巨轮进出港口，保障了巨轮的安
全航行。

“嗖——”秦港 24 到华江 2 船尾后，货轮上的
水手便把引绳扔到拖轮甲板上，苏海涛和孙强将
引绳和小臂一样粗的缆绳挤在一起，货轮水手快

速上拉缆绳，缆绳放长、拉直后，拖轮开始正式
作业。

开始离泊作业后，李同雷面前的对讲机不断
传来货轮船长的声音，在他的指挥下，三艘拖轮合
作作业，不到半小时，万吨巨轮的船头便对准了
150航道。

“等大船对准航道后，咱们就可以撤了。”李
同雷转头和记者说，拖带作业时，拖轮之间的配
合 很 重 要 ，配 合 好 节 省 时 间 ，还 能 避 免 事 故
发生。

18 时 30 分，城市已是灯火通明，人们沉浸在
除夕团圆的喜悦中。返航后，李同雷把记者送上
岸便急忙返回船上，因为休息室内高频对讲机又
响了。

我在崇礼过春节 海上过除夕

□河北日报记者 方素菊

1 月 24 日，农历大年三十。4 时
40分，郑浩麻利地起床，亲了亲还在
熟睡中的儿子，轻声跟妻子告了声
别，便匆匆赶往石家庄站。

郑浩是石家庄站自动售班组的
一名售票员。家住辛集的他每天上
班都要赶第一趟火车到石家庄北
站，然后再坐公交车到石家庄站。

这是他连续第 7 年在大年三十
往单位赶。

7时 30分，郑浩准时到单位。点
名、交班后，8时30分，他开始上岗。

郑浩的主要工作是负责自动售
票机的维修保养，相当于自动售票
机的“医生”。随着越来越多的旅客
使用网络订票、自动售票机取票，自
动售票机的维护保养就变得愈发
重要。

石家庄站站内有 75 台自动售
票机，遍布东西广场、地下出站层、
南北高架层、候车室内。巡检维护
时，郑浩和他的同事要拉着装满票
卷和钱款、重达 25公斤的箱子上下
楼梯，穿过出站地道、候车室，走一
圈下来就是两个小时左右，一天要
走好几圈，手机上的计步器每天都
要超过两万步。

当天和郑浩一同上岗的还有该
站自动售班组组长刘赫和售票员谷
耀东，他们也都是连续几年在这里
过年。

请领票据、查看每台自动售票
机的票据使用情况、请领备用金、备
品检查……一套日常操作流程下
来，已是上午 11 时许。这期间谷耀
东在后台监控到一台自动售票机出
现故障，他打开这台自动售票机，从

里面取出一张废票，五六分钟后便
将它修好。

“平时，自动售票机出现故障的
数量每天有二三十起，春运期间能
达到四五十起。”谷耀东说，自动售
票机出现故障的原因一般是旅客操
作不当，另外则是由于天气寒冷。由
于现在实行电子客票，很多旅客对
电子客票不太了解，为什么以前是
纸质车票，现在只打印给我一张信
息单？为此，他们还要电话或者现场
接受旅客的咨询，指导他们操作自
动售票机打印乘车信息单或者报销
凭证。

“别看今天是大年三十，我们的
工作一点儿都不能松懈。”在候车大
厅里，刘赫一边和郑浩拉着箱子巡
检自动售票机，一边向记者介绍，上
午短途旅客比较多，下午旅客就明
显少了。“今天晚上就是除夕了，很
多人坐火车赶着回家团圆，一个旅
客 走 不 了 都 是 我 们 的 责 任 。”刘
赫说。

这时，一位旅客的火车票卡在
自动售票机里拿不出来，而火车眼
看着十分钟后就要开走了，她着急
地向刘赫他们求助，很快解决了
问题。

夜色渐浓，火车站的候车大厅
里，人流渐渐稀少下来。刘赫、郑浩、
谷耀东三人仍一丝不苟地巡检自动
售票机，解答旅客关于取票的疑问。
他们选择用自己的坚守，来温暖旅
客的归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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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记者 张淑会

“肖大哥，家里都收拾好了吧，
年货准备怎么样了，还有什么需要
我们帮忙的……”1 月 24 日上午 10
时许，石家庄新华区宁安街道北新
街社区党总支书记郝静和 3 名同事
及社区志愿者再次来到社区居民肖
炜家中，看看他们家过年还有啥
困难。

9 年前，肖炜患脑出血致残，失
去了劳动能力，也从单位办理了病
退，生活比较困难。平时，社区开展
帮扶活动，郝静总惦记着他。

春节前，北新街社区内的低保
户、重病患者等困难群众，每一个人
都收到了春节“大礼包”——一份慰
问金、一封慰问信，还有米面油等慰
问品。肖炜也在被慰问的名单上。

“虽然前几天都看望慰问了一
遍，但对部分困难群众，我还是

不放心，就赶在年三十再过来
看看。”郝静说，这次除了一

些慰问品，还有迎新春的

“福”字和志愿者写的书法作品。
从肖炜家出来，郝静建议再去

赵秋云老人家转转。赵秋云今年90
多岁了，是军人遗属。郝静说，老人
平日跟他的儿子生活在一起，但老
人没有养老金，是社区关注帮扶的
对象。

让郝静放心不下的，还有社区居
民赵京生。“他是一个孤寡老人，还患
有下肢脉管炎，行动特别不便。”郝静
说，前几天她和志愿者们帮着老人打
扫了一次卫生，但不知道老人有没有
准备年夜饭，“你看，这是我们专门给
老人买的饺子。”

社区是否和谐温馨，做好困难
群众的服务工作很关键。这也是郝
静平时关注最多、投入精力最多的
内容。

近年来，北新街社区联合社工机
构、学校、人大代表联络站等，以居民
尤其困难群众需求为中心，组织志愿
者和人大代表利用各自的优势和特
长，经常深入社区和居民家里开展各
种志愿服务。

□河北日报记者 邢 云

1 月 24 日，大年三十。邢台
市“全国文明家庭”王腊旭家，弥
漫着幸福的味道。

“‘福’来喽！”王腊旭拿来一
张红彤彤的“福”字，73岁的霍文
通和老伴儿周金香接过来，端端
正正地贴在门中央。

“一年又一年，一年更比一
年好！”一说起家里的事，周金香
就高兴得合不拢嘴，“俺的孙媳
妇儿怀孕了，就要添丁加口，四
世同堂啦！”“一会儿吃饺子，我
得喝两杯。”霍文通接过话茬儿，

“咱身体倍儿棒，越活觉得越年
轻。”

看着两位老人脸上绽放的

笑容，坐在旁边的王腊旭感慨
不已：“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然
而 30 年来，我们一家比亲人还
亲。”

厨房里，王腊旭爱人王洪香
调好饺子馅。擀皮儿、包饺子、
烧水……一家人边包边聊，其乐
融融。

1988年，冀中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东庞煤矿职工霍文通的儿
子意外去世，两口子陷入悲痛之
中。为了安慰失去儿子的父母，
1989年初，刚到东庞矿工作的王
腊旭和工友们第一次踏进了这
个残缺 的 家 。 换 煤 气 、买 粮
食、做家务……“当时我也没想
那么多，就是觉得谁家出这种事
也接受不了，能帮点是点吧。”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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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当年来霍家的初衷，王腊旭说。
一次，在帮着霍家做家务时，周

金香提起儿子又是泪流满面。王腊
旭一阵心酸，握着她的手激动地说：

“妈，今后我就是你们的亲儿子，我
来给你们养老送终！”

“亲生儿子不一定做到的，腊旭
做到了。”说起往事，周金香老人眼

圈红了，“在我们老两口心里，
腊旭就是亲儿子。”

儿子好，媳妇也很孝
顺。王洪香一进霍家就

细心侍候公婆。头两
年，周金香打不起精

神，啥活儿也没心
思干。王洪香帮
她梳头、洗脸、端

饭、喂药。
为 了 让 老 人 安

心，王腊旭将儿女都
改姓霍。受父亲影响，

工 作 之 余 ，儿 子 霍 奕 博

常跟着社团去敬老院，陪老人
聊天解闷。回到家中，给爷爷
奶奶做饭、按摩、打洗脚水……照
顾 得 无 微 不 至 。“ 我 要 向 爸 爸 学
习 ，好 好 照 顾 爷 爷 奶 奶 。”霍 奕
博说。

“你看，俺老两口身上的衣服，
都是儿子媳妇买的；家里的生活用
品，也都是儿子媳妇备的。”周金
香说。

“芝麻开花节节高，有党的好政
策，今后日子会更好！”如今，两位老
人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很好，王腊
旭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陪老人吃
饭、散步。他希望将这份爱传递出
去，让更多孤寡老人感受家庭的
温暖。

（上接第一版）加强卫生防疫知识科普
宣传。

该 负 责 人 表 示 ，铁 路 部 门 将 根 据

疫情变化和国家要求，适时调整工作
措 施，全力防止疫情借铁路交通工具
传 播 ，维 护 广 大 旅 客 和 铁 路 职 工 健

康 安 全 ；同 时 ，为 需 要 变 更 行 程 的 旅
客 提 供 便 利 支 持 ，做 好 相 关 服 务
工 作 。

□河北日报记者 霍相博

农历腊月三十，凌晨 3 时 30 分，本
该让闹铃叫醒的老曹提前关闭了闹
铃。“今天醒得早，岗位上最后一个年三
十了，得准备充分点。”老曹将提前充满
电的便携式添乘仪、行车摄像头、现场
记录仪等设备放入书包内，走出北京南
站附近工区宿舍的门。

每天，由廊坊高铁站开往北京南站
的 G9001/9002 次“廊坊号”高铁列车，
都会满载乘客往返京廊之间，这是廊坊
高铁车站开往北京的唯一一趟始发通
勤列车。但少有人知道，在大家还在熟
睡时，已经有一趟不载客的“空车”为这
段线路“探路排雷”，检查、确认铁路运
行线路是否符合高铁开行标准。

在这趟被称为确认车或动检车的
列车上，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高铁工务
段廊坊高铁线路车间的曹会朋已经工
作了近 6 年。老曹今年 54 岁，还有 3 个
月退休。2020年的春运，是他的最后一

个春运。
从工区宿舍步行到北京南站，不
到 15 分钟。还有半个多小时上

车，老曹没闲着，拿出工作专用手机汇
报了情况，检查了一遍设备。

清晨 4 时 50 分，北京南站，老曹和
司机、机械师、供电确认车添乘员一同
踏上 DJ7487 次工作列车。摆放好各种
仪器后，他开始调试司机座椅后方的便
携式添乘仪。

5 时 10 分，列车驶出北京南站，老
曹的工作正式开始了。由于车头高度
有限，为获得最佳的观察视野，身材高
大的老曹只能侧着身子，半弯着腰站在
司机室里。约半个小时的路程里，老曹
几乎保持着同样的姿势，目光紧盯前
方，不放过线路上任何一个异常细节。

5时43分，列车到达天津西站，老曹
掏出手机向行车调度、指挥中心汇报线
路情况：“DJ7487，线路一切正常，但靠近
天津段有轻雾，请提醒司机注意。”

短暂的休息后，老曹又登车返回北
京。路上，除夕的太阳冉冉升起。

扫码看视频。
河北日报记者
霍相博 张 晶摄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