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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快乐！”“猪年佩
奇”……2 月 3 日傍晚，在中
建三局西安国际医学中心项
目部不到 100平米的地方，满
满当当摆了 7桌宴席，此起彼
伏的祝贺声、干杯声使得项
目部食堂年味十足，活脱脱
一个人气兴旺的大家庭。

而这一切在很久前就开
始了筹划，为了让许
多在春节期间坚守岗
位的职工能与家人团
聚，中建三局西安国
际医学中心项目部工
会把职工家属邀请到
项目部，在工地上特
意筹备了这顿特殊的
年夜饭，共迎春节。

“我们的员工，面
对一项项任务，对得起
中建三局人的称号，而
面对自己的家庭，却有
愧于我们的家属。项
目所有的工作层层推
进，有序开展，取得成
绩的背后离不开所有
职工家属的支持和理
解，是你们家属在后
面为我们做了很好的
支撑。”中建三局西安
国际医学中心项目经
理徐汉文的一番话引
起所有职工的共鸣，在他的
提议下，团聚在一起的职工
举起杯中的饮料，向在场的
家属们表达了深深的敬意。

徐汉文说，今天我们一
起喝杯“团圆酒”，项目还给
各位准备了一个大礼包，大
家高高兴兴过年！

“我们都从外地赶来，目

的就是和孩子一起过个团圆
年，只要家人在一起，在哪都
是过年！”项目部一年轻女工
的父亲动情道。而他旁边的
另一位老父亲激动地哽咽着
说，“在中建三局这样温暖的
大家庭里，孩子是幸福的，祝
中建三局越来越兴旺……”

“我的心愿很简单，就是
希望王宁好好工作，好
好表现，在新的一年里
找个好对象！“职工王
宁的母亲也说出了自
己心中的祈愿。

项目部技术总工
刘国桢把爱人和儿子
搂在身边，开心得像一
朵刚刚绽放的花朵。
他说，作为中建三局西
北公司的一员，在对自
己工作高质量的要求
下，确实对家庭照顾比
较少，特别是逢年过节
的时候，为了达到一个
圆满的履约，项目部成
立了值班小组，过年坚
守在项目部。刘国桢
爱人则喜气洋洋地说，
2019 年丈夫身体健康
就 是 她 和 儿 子 的 愿
望 。刘国桢儿子现场
一句“爸爸，我爱你！”

更是触动了许多人。
年夜饭现场，职工相互

畅想新年打算……新年的
团圆饭，喜庆而又和谐。在
这样一个团聚的日子里，这
一顿特殊的年夜饭，吃出了
家的味道，也吃出了家的
温情。

□本报记者 王何军

2 月 4 日除夕夜，西安机务段动车组司机侯玉林完成西成高铁
值乘任务，通过酒精测试后下班。 □通讯员 刘翔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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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激情燃烧的岁月，我
忙着收集月色留白的情书，却
忘了用身边的云彩，为花儿裁
一件衣裳，你赠往事一程初
见，我只在记忆年青的岁月
里，留一声轻轻的叹息……”
初看这样的诗句，感受这定是
出自一位诗人之手。可事实
这出自一位普通的保安之手。

今年 40来岁的李进是西
安市高陵区财政局门房的一
名保安，工作之余最大的爱好
就是写诗。春节期间，李进的
工作和平时没有什么大的区
别，大年三十、初二、初四他都
坚守在岗位值班。“去年写了
大概八九十首诗，今年我打算
突破一百首，写诗其实也是写
我，写我的心情、写我的感
受。”谈及自己的创作，李进颇
有些腼腆地告诉记者。

在李进的手机上，还记录
着他大年三十值班时所写的
一首诗——

农家汉子何言欢
夜里观月意境缠
朦朦胧胧
凄凄惨惨
寂寂寥寥
没有玉树琼枝，雕栏玉砌
何以谢苍天

“其实也就是看到家家户
户燃放烟花时，忽然迸发出的
一种感受，我也在这样的感受

中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新年。”
李进如是说。李进的家在高
陵区张卜乡庙西村，高中毕
业的他曾经在深圳打过工，
还考取了电工证书。为了照
顾家庭，他 2000 年回到高
陵，在马家湾干了十年电
工，后来因身体原因花光了
所有积蓄，但这并没有击倒
李进，他对生活对工作仍有
着自己的憧憬。大概三四年
前，他应聘到西安蓝剑保安
公司干起了保安，并被派遣
到当地财政局门房。和其他
保安不一样的是，李进不喜
欢在门房枯坐。无事的时
候，他就读书，阅读范围涉及
国学、文学等多个方面。

“过去当电工比较忙，自
己文化水平低一直没有时间
读书，现在就想多读读书，多
写写诗，让自己在新的一年更
好地成长……”这是李进的新
年祈愿。李进告诉记者，作为
一名保安，没有什么高大上的
话语和感受，就是想让自己的
人生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充满
诗意和阳光！

李进感慨道，新的一年，
保安公司已经和用人单位商
定，要给和他一样的保安办理
社会保险，这是他今年最开心
的一件事！

□本报记者 兰增干

保安李进的诗意新年

“客车K690次开过来了，4道停车，
开放信号！”

“客车K690次开过来了，4道停车，
开放信号。”

“进站！”
“进站！”
“4道！”
“执行！”
“客车K690次4道进站信号好了。”
“4道进站信号好了。”这一呼一答

的是被万源铁路站区职工点赞为“最佳
情侣”的万源火车站值班员李明亮和信
号员赵亚丽。

“通知广播K690次开过来了！”赵亚
丽提醒李明亮道。李明亮端起水杯抿了
口水，提起联系客运的直通电话：“K690
次开过来了！”听到广播员复诵无误后，

李明亮腼腆地笑了笑。
2016年夏末，来自辽宁的李明亮和

来自河北的赵亚丽，怀揣着年轻的梦想，
来到万源火车站任助理值班员。李明亮
好学好钻，使他在众多年轻人中脱颖而
出，迅速到信号员岗位锻炼，现已成为车
站最年轻的车站值班员，负责列车运行组
织和指挥，协调车站各岗位联动工作；工
作上认认真真的赵亚丽也很快晋升到信
号员岗位，随时根据车站值班员的指示，开
放信号、准备列车进路、监控列车运行。

世间最美好的事，莫过于李明亮每
天上班看着赵亚丽一板一眼地执行自己
发出指令时婀娜的背影；而要想在班中
看看工作中赵亚丽的正面，都略显“苛
刻”；爱唱爱笑的赵亚丽话也不多说，在
20平方米的空间，认真听取和复诵一句

句指令，执行和确认一条条进路。2018
年情人节，两个年轻的追梦人，在相隔 3
米的两排电脑桌、9台电脑、3部电话、2
部对讲机和一间不足 20平方米的房间
里擦出爱情火花。

万源市地处川、陕、渝三省市结合
部。每年春节过后，这个50多万农业人
口的县级市，有一多半农民工背着行囊，
纷纷踏上致富专列去北上广追梦。今年
春运，万源车站日开行218列火车，李明
亮每趟列车平均要发布各项指令、用语
和听取复诵20余条，平均每分钟要说70
多个字，一个班 12小时几乎不曾停歇。
赵亚丽作为信号员，随时根据车站值班
员指令，检查确认列车进路、点击鼠标开
放信号、不间断地盯着计算机显示屏监
视列车运行状态，他们说的最多的是接

发列车作业和调车作业标准用语，稍有
接发列车间隙，两人彼此间的关心，最多
停留在“喝点水、快吃饭”上。

“我们俩的工作，就是嘴不停、眼不
停、手不停，还得必须保证全神贯注。”赵
亚丽说，信号楼是火车站的“大脑”，列车
何时进站、何时出站、哪趟先走、走哪条
线路……这些指令都从这里发出，一个
班有时下来，经常会感觉喉咙冒烟。平
常休班俩人除了逛超市和买菜做饭，都
会不由自主地交流各自对列车组织的认
知。李明亮坦言，“我们是在繁忙的电话
铃、联控音、对讲声中一点一滴积累了爱
情，看似平凡、渺小，却对我们非常珍贵，
更应该以‘零差错’的‘千次万次呼唤’，
换来了一趟趟列车安全飞驰。”

□通讯员 张永平

“情侣搭档”春运一线也浪漫

我来自河南濮阳偏远的农村，小的时候，我
非常喜欢过年，因为一到过年就有很多好吃好
玩好看的，家人围坐到一起回味着过去一年的
收获，庆祝着团圆的喜悦，长辈们也会发些压
岁钱，给儿孙置办些新衣。每次跟着父母去逛
庙会、看马戏表演，路上遇到卖粘牙糖的，我就
闹着非要买来吃。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经历了外出求学、
工作，回家的日子越来越少。今年春节，我回到
家特意去乡镇集市上转了转，以前的菜贩都已
不再随意摆摊叫卖，为之代替的是井然有序的
定点摊位，在展台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菜品，结
算方式也比较时兴，如果不想用现金也可以扫
支付宝或者微信二维码，真是很方便。来到商
场，琳琅的商品摆满了货架，吃穿用玩应有尽

有，在这里都可以找到自己需求的任何商品。拎
着大包小包回到家里，父母就会把各种吃的东西
分类放入冰箱，等着亲戚朋友来拜年时拿出来
用。也许是年龄的增长，体会就有所不同，感觉
现在过年，喜庆的氛围不如以前了，农村虽然还
有大年初一向长辈拜年的习俗，但是大家都不再
早起，拜年也只是去自家近亲，远亲也不不再去
了，聚在一起时多是寒暄几句便匆匆离去。

这些年，农村的变化很大，道路硬化、房屋宽
敞，老百姓的腰包也逐渐鼓了起来。但是物质丰
富的同时，也失去了一些人与人之间应有的热
情，以及对家乡的眷恋，外出务工的人多了，农村
就显得空落落的，也只有在农忙或者逢年过节时
才会多些人气，而这种境况随着回乡创业者的增
多，也许会有所改变。 □实习记者 赵院刚

在老家过新年

吕兰村的变迁
新年前夕，我们这里新

修的路通了、下水管网通了、
太阳能路灯安装到位了、健
身广场有了，入户天然气也
正在施工安装……谈起新年
乡村的变化，渭南市富平县
吕兰村兰东自然村的兰革
命高兴地娓娓道来。

兰革命是六十年代生
人，在他的记忆里，童年、
少年时期是艰苦的，过年
就是过关。“电灯电话，楼
上楼下。”就像是白日做
梦，谁能想到仅仅三十多
年的时间，不仅电灯电话
变成了再平常不过的事，
甚至随着互联网科技的发
展，人们可以打视频电话，
可以远隔重洋见到彼此的
面庞。

最让兰革命感叹的就
是吃住行的变化。过去是
极其粗糙的苞谷面馒头就
咸菜，即使过年家里来客人
也硬是拿盐、醋、酱油凑数
当菜上，如果有盘油泼辣子
都很奢侈，要吃上臊子面除
非 遇 上 嫁 娶 的 大 事 才 可
以。至于居住大多是土坯
墙的厦子房，睡土坑，土灶
用柴草烧饭烧水，即使瓦房
都比较少。出门主要靠步
行，自行车都得借着用。如
今吃住行的变化都不算啥，
年前光兰革命所在的自然
村就有 7户村民家里新购置
了小车。兰革命说，过去，

一些贫困的学生常常因为
支撑不起学费和生活费，不
得不中途辍学。现在有了九
年义务教育制度，上学也有
贫困补助。在当地，幼儿园
一年补助 400 元、小学 750
元、高中 1250 元，大学则增
长到了 4000元，还有助学贷
款可以申请 。

记者了解到，就在去
年，富平县政府“美丽乡
村”建设专项资金单给他
们这个自然村就投入了 400
多万元，修路、安装太阳能
路灯、修建村室，美化村民
院落、绘制文化墙，村容村
貌焕然一新。村民们可以
在图书室借阅自己喜欢的
书，可以学习新的技术和专
业知识，政府还派专人免费
教村民农业种养殖技术 。

兰革命半开玩笑地说，
他 1987 年高中毕业时的愿
望是有一辆好自行车和一
台收音机，因为那会全村只
有一台电视机，还是十二寸
的黑白电视，每次去看电视
都挤满了人，甚至还发生过
踩踏事件。如今，四五十寸
的液晶电视摆在家里，人们
却都在看手机、平板……

“农村如今和城市的差
异越来越小了，下来就是咋
样发展农村的产业，让更多
的村民有事干、有钱挣，日
子越过越好！”兰革命如是
说。 □本报记者 兰增干

对于老纪来说，2019 年的春运有些特别，
因为这是他在这个岗位上的最后一个春运。

春运期间，中欧（亚）班列往往都会满载着
来自欧洲、中亚等多个国家地区的“洋年货”入
境，途经新丰镇，发往义乌、苏州、重庆、郑州
等全国各地，走向老百姓的春节餐桌。同样，
从义乌、苏州、重庆、郑州等地开行的中欧
（亚）班列也必须途径新丰五场列检所，然后
从新疆阿拉山口出境，把中国的年货带出国
门，带给全世界。而对于老纪来说，保障中欧
（亚）班列准点开行、运输安全，便是他在春运
期间“头等大事”。

“中欧班列是我们铁路人的脸面，技检标
准自然要高一些，由不得半点差错”，列车技检
作业结束后，老纪说道。

老纪名叫纪首常，1980年成为中铁西安东
车辆段的一名货车检车员。从C1到C80、从载

重 30 吨到载重 80 吨、运行速度从低速行驶到
120km/h，作业方式也由纯人工检查到人机分
工作业……老纪见证了铁路货车发展近半个
世纪的发展历程。

“每个班次平均要检查 15列车，步行要 25
公里，弯腰探身检查不少于四千回，用检车锤
敲击检查部件不低于三万次……”跟老纪在一
起干活的伙计们都知道，这些个数字，是老纪
对自己作业时的要求，也是对自己带徒弟的要
求。老纪说，虽然现在的铁路科技化信息化，
效率变高了，但是“认真严谨”这 4个字是自己
对于铁路列检工作一生的坚守。

如今，老纪即将 60 周岁，4 月份就要退休
了。今年，也是他工作中坚守的最后一个春
运。“干了近 40年，平常倒没觉得，突然想到马
上要退休，要离开列检作业场，还真有点舍不
得”。 □通讯员 杜朝辉 宋亮

守好最后一个“除夕岗”

2月4日，阴历大年三十。
15 时许，西安北车站人

头攒动，售票大厅里仍然排着
长长的队。

这天一上班，客运车间平
均年龄 26岁的姐妹们就约定
好，“笑脸相迎每一名旅客，还
要送上咱们铁路人的祝福。”

“买张去成都东站的票，要
最快的，全家就差我一个回去
团圆啦。”旅客李强将身份证和
钱递到售票员淡清苗的手中。

“抱歉，先生，今天去成都
东的票卖完了。”“啊？！那我在
一边等等，看有没有退票的，麻
烦你了。”李强回家心切。

此刻，售票大厅里除了
排队办理业务的人，其余就
是焦急地等待退票再抢票的
人。每隔几分钟，售票车间
的小姐妹们就会刷新系统，
搜集退票信息。

“清苗，系统显示一张成
都东退票。”邻窗售票员袁隆
迅速点击购买，并让淡清苗通
知回成都的那名旅客。

“这张票就是我新年最好
的礼物。谢谢你们，新年快

乐！”拿到车票，李强高兴地原
地转了个圈，开心得像个孩子。

18 时许，售票厅里三三
两两，人不多了。正当大伙收
拾物品，预备交接班时，突然
一名旅客奔向窗口，“等一下，
我要取票，车快开了。”

正准备拉下挡帘的淡清
苗说，“别急，我等你。”接过身
份证，迅速制票，“还有二十分
钟开车，来得及。”递过票时淡
清苗也递上了铁路人的祝福：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北站人真

好。”拿着票，这名旅客又风一
般向进站口奔去。

一天的工作结束了，展展
腰身，喝口水。只见张越换了
一身裙装，喜气洋洋；淡清苗对
着镜子，梳妆打扮，青春飞扬；
还有袁隆，第一个收拾停当，抓
起大衣，边走边说，“新年快乐，
我的姐妹们。先走啦，爸爸在
外面接我回家吃团圆饭呢。”

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家
家户户，热气腾腾，新春的脚
步越来越近。

□通讯员 侯圣玮

这张车票就是最好的新年礼物

春节期间，东航
西安出港航班 900
余架次，是整个春运
期 间 最 忙 碌 的 时
段。东航运控中心
西北运行控制部 严
格落实值班制度和
岗位责任制，各一线
保障部门，全力以赴
为返程旅客护航。
□通讯员 杨杰 摄

55 岁的王喜平是西安铁路
公安局西安公安处的一名普通
民警。入警以来一直从事乘警
工作，30 余年来，他跑遍了祖国
的大江南北，火车从绿、红到白，
变的是颜色，不变的是情怀。图
为春节期间王喜平在他值守的
商洛车站派出所两岔河警务区
整理隔离网。

□通讯员 刘卫国 尹彩琴 摄

春运期间，中国铁路西
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车
辆段零口运用车间三班的几
名职工在门前的墙面上绘制

以“爱你的人等你回家”为主
题的新春“年画”。

□通讯员 贾智炜
王德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