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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月9日起，浙江飘起了马年的第一场雪。积雪虽然不大，可随着第二天早上气温的跌破冰点，雨雪加上冰冻给人们生活带
来不小影响，德清山区有严重冰冻和道路结冰，居民和部分种养殖户取暖用电大幅增加，用电负荷比前日增加近20%。国网德清
县供电公司立即组织十余支电力服务队，深入大街小巷和田间地头，及时为居民和种养殖户解决用电故障。 新华社 徐昱摄

春节前夕，在无锡市锡山区羊尖镇南村蔬

菜基地，42岁的种菜大户张相民一边忙农活，

一边对记者说，“前一段时间，我种的国外新品

萝卜，由于产量高，销售出现了问题，40多万斤

萝卜差一点烂在田里。幸亏村干部帮忙通过

‘锡山发布’‘无锡发布’等官方微博及时发布信

息，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在许多爱心人士帮助

下，不到一个月，我家地里的萝卜销售一空，不

然，这个年我们全家都过不踏实。”

在与张相民交谈中，记者得知，张相民并不

是羊尖镇南村人。他是一年前从老家宿迁来到

南村的，总共承包了村里200多亩蔬菜地，先后

投资搭建了50多个蔬菜大棚。张相民听说，无

锡当地有“立冬萝卜赛参汤”的食疗习惯。于是，

去年还没入秋，他就是四处打听，什么样的萝卜

品种水分多、无开裂、口感好、市场好卖？

最后，张相民选定了从韩国引进的新

品 ——白玉春萝卜。“这个品种，生长周期

短、产量高，最大的可以长到 10斤左右，既能

作为蔬菜炒食，又能腌渍或馅食，总想销售应

该没啥问题的。因此，尽管白玉春种子价格

要比一般过去种植的传统老品种高出几倍。

我还是咬咬牙，买回了‘天价’种子，一下子就

种植了 40亩。”张相民说。

然而，进入 11月底，眼看天气越来越冷，

一只只大萝卜却还是“困”在田里，鲜有人问

津。“要是入冬前，这些萝卜卖不出去，冻坏在

田里，所有投资都将‘血本无归’，还将影响到

下一季蔬菜大棚的搭建。”张相民焦急万分对

前来去走访的村干部说。

柳恺是羊尖镇南村的一位大学生村官。

当天，他和其他几位大学生村官一商量，决定

通过微博把南村菜农出现“卖萝卜难”的信息

发布出去，呼吁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共同帮帮

菜农。在第一时间，锡山区政府官方微博“锡

山发布”第一时间转发了这条微博。紧接着，

无锡市政府官方微博“无锡发布”加以转载，

无锡地区的媒体也纷纷跟进报道。

很快，无锡市朝阳集团、“家乐福”大超

市、附近城市的副食品加工企业等派员来到

羊尖镇南村，与张相民直接进行产销对接；区

委宣传部、羊尖镇、南村村委会联合媒体开展

“‘拔萝卜’送爱心”活动，吸引了无锡市民带

着亲朋好友前去体会“拔萝卜”的乡村乐趣。

不到一个月，张相民承包田里的萝卜全销出

去，仅萝卜销售收入超 10万元。

“通过这件事，让我们菜农看到，种菜不

光要讲科学，重视应用新技术、引进新品种，

同样要重市场，种植什么品种、种植多大面

积，这些都要与市场实际需求相对应，决不能

盲目种植。”张相民深有感触地说。

临走前，张相民告诉记者，眼下，他正在

抓紧加固蔬菜大棚和翻地，等春节过后，就选

择一些高产高效早熟的以及适合四季种植的

品种播下去。但今年起，将会采取小规模、多

品种，一个品种不再随便大面积种植，有效提

升抗风险能力。

“种菜不光要讲科学，同样要重市场”
□ 本报记者 过国忠 本报通讯员 许加彬

“怎么也没想到能在年前领到新房钥匙

呀，房子宽宽敞敞的！今年过年时亲戚都到

我家来了，我们一起高高兴兴地过年包饺子、

放鞭炮。”。刚刚入住新房的沈阳客运段、沈

阳车务段老职工刘守喜捧着一大把糖果向入

户随访的沈铁房地产开发集团工作人员不停

地道谢着。

2013 年 8 月 16 日，抚顺地区遭遇了千年

一遇的特大暴雨，南口前、北三家、斗虎屯等

铁路沿线职工住宅受灾严重，数百名铁路职

工无家可归……面对特大洪灾，沈阳铁路

局、局党委决定由沈铁房地产开发集团在清

原县建设 300 户水灾安置房，安置沈吉线受

灾职工、退休职工和集体职工，要求工程 9

月初开工，年底前确保受灾职工住上暖和的

新房子。

临危受命的沈铁房地产开发集团统筹谋

划、精心组织，他们从沈阳房地产公司抽调精

兵强将前往清原灾区支援，打响了合力攻坚、

排除万难的工程建设攻坚战。年届 60 的沈

阳公司经理王清源接到任务后，当天下午就

抵达清原，查看选址地点，了解用地情况，连

续工作到午夜，仅用 10天时间就形成了初步

规划方案，为工程开工做好充分准备。

仅仅 90 多天，建筑面积 2.7 万平方米、8

栋多层住宅楼全部封顶，这也让受灾职工有

心里有了底，他们开始置办起新家的用品。

沈阳铁路局广大干部群众也纷纷捐助受灾职

工，让他们在严冬中感受到家的温暖，为抚顺

受灾职工擎起了一片晴朗的天空。

为受灾职工擎起一片天
□ 郝晓明 张耀东

■记者手记

近年来，可以说，类似无锡市锡山区羊

尖镇南村“卖萝卜难”、山东临沂市郯城县

马头镇“大白菜卖菜难”、上海江桥蔬菜批

发市场大量卷心菜价低难卖陷入窘境等现

象，屡见不鲜。

那么，在一次次通过政府政务微博呼

吁，媒体参与发动，而引发出一场场“萝卜保

卫战”“全城花菜大团购”等波及全市，乃至

全国的“爱心”行动的背后，到底暴露出哪些

农业生产与市场需求相脱节的问题呢？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现在，许多的种养

殖业户，缺乏应有的保障。用他们的话来

说，“我们种什么，养什么，都是凭经验、看

市场；投入了，产量高、销路好，就赚钱。”

“现在，市场缺时，一些城里经销商蜂拥而

来；市场饱和时，无人问津。最终，‘伤’的

是我们这些种菜养鱼人。”

更有有识之士指出，政府和社会各界

爱心人士出手驰援只能是权宜之计，而不

是长远之策。要打破“菜贱伤农”的怪圈，

帮助农民走出“卖菜难”、“卖鱼难”的困境，

除了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和各界的爱心，

政府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尤其是从种养殖

到进入市场，如何来建立一套健全、可行的

制度作保障，真正解决农民“卖菜难”“菜贱

伤农”等现实问题。

记者在无锡市农业部门采访，有关领导

这样认为，在加快引导农业产业转型，以及

加速推进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建设的同时，准

确及时发布农副产品市场价格与需求量，加

快建立农副产品交易平台、扩大农业品种保

险领域、建立农业生产与市场预警制度等，

是有效解决种养殖产业“畸形”发展，避免丰

产不丰收“伤农”问题的有效办法。

根治“菜贱伤农”还需政府多打援手

贵阳客运段“小方便”营造“大温馨”
科技日报讯 （通讯员廖薇葛 记者刘志

强）春运期间，贵阳客运段紧贴旅客出行需

求，推出“春运小神器”“招聘小助手”“私人闹

钟”等人性化服务项目，用“小方便”为旅客营

造出“大温馨”。

该段今年春运期间，在广州、上海方向的

列车办公席处悬挂了务工招聘信息栏，帮助

务工人员及时了解当地企业的用工情况，为

初次出门务工的旅客提供就业参考；在列车

上增配小玩具、小枕头、小板凳、小台灯等“春

运小神器”，多方位满足旅客的不同需求，受

到了旅客的欢迎，一些“小神器”出现了供不

应求的情况；针对列车软卧车厢男女共用一

间包房不方便的状况，设立“女性专用包房”，

为女性旅客营造了私密的空间；打破卧铺车

厢提前半小时叫醒换票的规定，为旅客定制

“私人闹钟”，更加合理的安排旅客休息和下

车前的准备时间；推出的“列车叫号”服务，改

变了“补卧铺排长队”现象，旅客只需在座位

上等候“叫号”，就能轻松补票。

广西“三化”工程扮靓高铁沿边环境
科技日报讯 （石才学）笔者从近日召开

的广西全区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整治行动专题

工作会议上获悉，广西将对高铁及普铁沿线

500 米可视范围内的垃圾、杂物、违章建筑、

违章广告张挂等全面清理整治，同时配建基

础设施，使铁路沿线净化、村屯绿化、房屋风

貌特色化，让高铁与广西山水同美。

据了解，去年年底，广西开通了衡柳、柳

南、南钦、钦防、钦北 5 条 1000 多公里的高速

铁路，成为全国拥有高铁线路最多的省区之

一，穿越桂林山水的衡柳高铁也成为全国最

美的高铁风景线。但人们在享受高铁方便、

快捷的同时，也因为不少高铁沿线脏乱差及

“两违”建筑等，让人感到“很煞风景”。对此，

广西决定启动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整治行动，

计划用两年时间，对全区所有铁路线路沿线

500 米可视范围内的垃圾、杂物、违章建筑、

违章广告张挂等全面清理整治。今年重点整

治高铁沿线，明年整治普铁沿线。整治内容

包括：拆除两违，在沿线两侧铁路红线及栅栏

以外至 500 米的范围，按实际情况进行“绿

化、美化、彩化”；栅栏以内、站点及铁路红线

范围内主要以环境卫生整治为主；对每一个

车站进行环境综合整治和风貌改造，系统规

划车站周边村庄布局，打造“一站一品”和特

色民族村寨，使铁路沿线的城镇和乡村风貌

有地方风格和民族特色，形成独特的旅游风

景线，让高铁与广西山水同美。

太原铁路局加大货改宣传力度
科技日报讯（张陆）春运期间，太原铁路

局太原北站货运营销中心加大了货运改革相

关政策、铁路货运的 5 种受理渠道及各货场

的联系途径等内容的宣传力度，在车站候车

大厅及站前广场发放宣传册的同时还组织营

销小组深入到车站周边各大中型企业、工厂

等搞上门营销，宣传该站货改后“门到门”和

“一口价”的新经营模式以及货改以来简化受

理、便捷服务的新举措，保证货物敞开受理、

随到随办、安全发送。

此外，该中心还制作了营销中心和客服

代表名片，方便与各企业、货主联系，制作了零

担列车开行宣传页，将太原西站到管内各零

担办理站的运输时长、运价速算进行明示，使

客户第一时间了解铁路运价和新产品，提高

了业务洽谈的成功率。营销中心还与合作企

业建立起“一对一”“一对多”的固定服务模式。

新年伊始，山东能源淄矿集团埠村煤矿

矿长郭恒斌在早会上宣读了一组奖罚数据，

在全矿上下掀起了轩然大波。

奖罚数据使得几家欢乐几家愁。“李队你

们行了，奖了 1300 多块。我们元月份，没引

起足够重视，罚了 9000 多元，职工工资要受

影响。”早会结束后，采二队队长李庆国与采

一队队长李学东边聊边走出了会议室。

这一组奖罚数据是埠村煤矿各采掘区队

吨煤用电指标考核情况的通报。

2014年，煤炭形势更加严峻，元月份又掀

起了新一轮的降价风暴。埠村煤矿已连续开

采56年，因为战线长、环节多，开采成本较高，

煤价连降致使成本出现倒挂。煤出的越多越

亏损，恶性循环的怪圈笼罩着半百老矿。要

想走出怪圈，节本降耗成为必然的选择。

从 2013年 12月份开始，埠村煤矿机电科

开始对井下各区队的煤炭生产用电进行写实。

“我们的写实两个人一组，对各区队掘进

迎头、采煤面的溜子、皮带、扒装机等耗电设

备进行了考核。通过写实，折算出采煤区队

每出一吨碳、掘进队每掘一米洞子需要的电

量。”埠村煤矿机电科科长李纯新介绍。通过

15 天的写实，他们为每个区队制定了用电量

考核指标。元月份试行，全矿井下用电即降

低了 5%，并按照节约对半奖励，超指标全额

罚款进行了奖罚。

“这一次矿上是动真格的，新年上班第一

天就扣罚了咱们 1500 多元。戴上了电量考

核这个‘紧箍咒’，以后得坚决杜绝皮带、溜子

空运转现象，要不多出煤工资也不一定高。”

采三队队长王安成，在中班班前会上与职工

共商新的生产组织方式。

在紧抓各单位用电指标考核的同时，埠

村煤矿的科技降本的调子也已经定好了弦，

唱开了篇。“年度工作会一结束，我们技术口

就带上了‘紧箍咒’。按照节本降耗的责任指

标，技术口全年需完成技术将本 300 万的指

标。”埠村煤矿总工程师杨平对笔者说。

压力催生动力。埠村煤矿地测科通过现

场调研，方案设计和施工，成功在 93 石门建

造了水闸墙，将老空水挡在了墙里，年可节约

排水费用 42万元。通过技术论证，地测科还

制定了-225 排水系统改造方案。他们将原

有的-225 到-85 平台的排水泵撤出，架设管

路，水通过自然地理压差自流到-85水平，节

约人工和排水费用。

记者在-225 水闸墙看到，扩掘队、机电

队的职工正在把一根根承压不锈钢管连接起

来，大家干得十分起劲。“这个改造完成以后，

不仅节约电费，我们区队还能节省 4个人工，

节省下来的钱就都会成为咱们职工的工资，

咱们能没干劲吗？”机电二队青年职工陈岩笑

着说。

淘汰高耗能设备，取消西区水源热泵，利

用压风机余热供暖；井下绞车、排水泵全部安

装变频节约用电；通过技术工艺创新实现高

水充填连续化作业，减少搬家扯面，减少人

工，降低费用。埠村煤矿 2014 年节本降耗的

方案已经敲定了完成时限，并确立了责任人。

“只要按照我们的技术方案逐步推进，技

术口全年300万的技术将本指标能超额完成。”

“我们机电口有望完成180万的节电指标。”埠

村煤矿总工程师杨平和主管机电的副矿长李

志锋对分解到的指标郑重做出了承诺。

“带上指标这个‘紧箍咒’看似不好受，

实际上这‘紧箍咒’就是个动力源，大家积极

性都调动起来了，咱们新一年的各项任务目

标就能全面完成。”埠村煤矿矿长郭恒斌满

怀信心。

“紧箍咒”催生老矿念起“节俭经”
□ 本报记者 魏 东 本报通讯员 韩 瑜 弋永杰

2 月 12 日的哈尔滨，最低气温达到零下

28℃。

下午 13 时，记者来到位于哈尔滨机务段

院内的机车整备线上，韶山 9、和谐电等 10多

台火车头整齐地排列在线路上，这些电力机

车没有“窝儿”，每天只能停在线路上。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一列旅客

列车的牵引动力和车厢供电、供风都是由火

车头提供的，一旦火车头“趴窝”，就会影响运

输秩序。为了让火车头多拉快跑，每年的冬

季，沈阳机务段都要派专人到哈尔滨对沈阳

机务段沈阳至哈尔滨间进行牵引的机车进行

“打温”。“打温人”的工作就是要避免机车油

水管路发生冻结后不能正常启动柴油机。

电力机车受电弓、风管路冻结后，就不能

正常升弓，空气管路有水后，机车制动力会减

弱或制动失灵。在电力机车和内燃机车停留

时，根据天气寒冷程度，要由“打温”司机上车

启动机车柴油机，升降受电弓。这一方面是

为了保证机车室内温度，另一方面给机车预

热，保证各部件正常运转，为牵引列车做准备。

由于哈尔滨天气寒冷，为了照顾好它们，

保证每一趟列车正点从哈尔滨站发出，沈阳

机务段沈阳运用车间哈尔滨车队的 22名“火

车头保姆”，每年都要从沈阳远赴哈尔滨，日

夜为机车加温服务。

火车头主要材质是钢铁，在零下 37℃的

哈尔滨，车外冷，车里更冷。打温司机登上火

车时，司机室内的地板上、操纵台上都已结了

一层冰霜，给火车司机准备的饮用水在水壶

里冻成了一块冰疙瘩，“打温人”每天都是这

样开始了他们的工作。

与“打温”职工一起度过了一天，记者深

深体验到工作艰苦。在哈尔滨机务段整备线

上，每天要进行打温机车多达 44台次。每天

早上集中出库的机车达到 9 台，打温人员早

饭基本在 10 点以后才能吃上饭。而在 16 点

至 20点左右，集中到达入库的打温机车在 19

台左右，晚饭基本上在 21 点以后才能吃上。

打温人员每天都是在饥一顿、饱一顿的不规

律情况下度过。

由于“打温”工作的特殊性，每年大年三

十的年夜饭，“打温人”与家人吃顿年夜饭、看

一场春晚也成了奢望。他们往往是从市场上

买几样熟食、煮上速冻水饺，摆在桌上就成了

他们的一顿年夜饭，十个人分四批吃完，两三

个人一起吃，吃饱后再上车打温，“这就算过

年了！”

在机车整备线上，记者见到了一位 90 后

的刘学生，23 岁的他是第一次离开家，第一

次离开父母。家里放心不下他，一天一个电

话问在哈尔滨过得怎么样。就在记者采访

时，他妈妈又打来电话，叮嘱他要多穿些、要

按时吃饭。”当妈妈又一次说想来哈尔滨看看

他时，他劝着妈妈说：“您别来了！我都是大

小伙子了，你们再来同事该笑话我了。我在

这儿都挺好的，你们就放心吧！”当记者问起

咋不让爸妈来时，他说：“他们要是过来看到

这么艰苦的工作，一定更不放心了。”

机车走行部制动风缸的管路，是严寒中

保温的重点部位，机车穿越雪地后，风缸的管

路往往容易被冰雪覆盖，为了避免裸露在外

边发生冻结，沈阳机务段检修车间专门为管

路安装了加热套，同时这也是打温司机每次

检查的重点部位。即使天气再寒冷，他们都

不能带手套检查，确认机车加热套状态良好

后，打温司机再紧握着冰冷的手把杆回到司

机室，这样的作业过程，检查一两台机车后，

“打温人”的手就彻底冻木了。这一冬，每个

打温司机都得了冻疮。

霍焱是专门给内燃机车“打温人”，他对

记者说：“最累的就是后半夜，机车打温过程

中，自己一个人在车上，一直不能合眼，等着

盼着有人来接车。但想到这一路上出行的旅

客，即使付出的再多也值得”！

与机车日夜为伴的“火车头保姆”
□ 本报记者 郝晓明 本报通讯员 呼兴宝

科技日报讯 （通讯员姜泽鹏 记者刘志
强）“ 刻 蒙 ，刻 蒙（苗 语 音 译 ，意 思 是 谢 谢

你）！”2月 10日，在贵州黔东南凯里火车站售

票厅里，不懂汉语的苗族旅客金井德在青年

志愿者王秀梅的帮助下，购得一张去往杭州

打工的车票。他双手合十、频频低头向王秀

梅表示感谢。

记者了解到，这样的事每天都在凯里站

发生。王秀梅介绍，金井德与同伴相约到凯

里站买票，不想同伴临时有事爽约，不懂汉

语的他茫然无助，车站工作人员将他指引到

少数民族“急难服务台”。“我是苗族人，能为

苗族乡亲服务我很高兴。”王秀梅说。

凯里站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

州首府凯里市。全州 16个市县 350多万人口

中，聚居的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占81%以上。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苗、侗等少数民族群众走出

山寨到外地去打工，大都选择铁路出行。

“少数民族客流占凯里站客流的 90%以

上。”凯里火车站站长朱玉森介绍，凯里站每天

有 100多名少数民族旅客不懂汉语，买票难、

买错票、看错票、上错车等情况时有发生。针

对这一情况，凯里车务段近几年一直坚持在

春运期间设立少数民族旅客“急难服务台”。

在凯里站站前广场的临时候车棚旁，记

者看到一个两三平方米的服务岗，那就是少

数民族旅客“急难服务台”。服务台上《购票

指南》、《旅行提示》、便民箱、医药箱等服务

资料及用品摆放整齐，残疾人专用的轮椅放

在服务台显眼位置。

这个服务台由 3 名懂苗语、汉语的青年

志愿者负责日常服务工作，他们都是在校大

学生。在服务台前，王秀梅和她的同伴正拿

着《购票指南》，用苗语向一位苗族老大娘介

绍购票方法。从 1 月 16 日至 2 月 10 日，服务

台已义务为 5600 多位苗族旅客电话代订票

或网络取票；同时，凯里站已向全国各地安

全发送少数民族旅客 5万多名。

贵州凯里车站：为少数民族旅客专门定制“急难服务台”

2 月 9 日零点 30 分，江西南昌迎来了入

春的第一场大雪。顶着刺骨寒风，记者来到

南昌铁路局南昌西站信号工区。

在春运大舞台,这群负责信号机维护工

作的信号工们，扮演着幕后“灯光师”的角

色，默默无闻地照亮“主角”，保证旅客出行

平安。

“我们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检修全站信号

机、道岔和轨道电路。”南昌西站信号工区安

全员袁游海介绍说，成千上万条信号电路如

人体的“神经”一样遍布整个南昌西站，一处

出现问题，信号设备就会异常，工作起来，容

不得丝毫闪失。所以，虽不直接与旅客打交

道，但他们的工作同样重要。

“12根股道，64公里线路，164架信号机，

一趟检查下来，相当于走了 200多公里，还不

包括攀爬机柱。”26 岁的袁游海一边向记者

介绍，一边麻利地套上黄色工作棉服，挎上工

具包，整装待发。春运期间，南昌西站列车开

行密集，每天只有凌晨零点至三点这 3 个小

时的“天窗点”，他们才能对信号设备进行维

修和养护。

冬夜的铁路线，空旷又清冷，地处城郊风

口的南昌西站，寒风更甚，让人仿佛置身于一

个大冰窖，记者和袁游海一行 4人，一路小跑

驱寒。约十分钟后，来到离站台两公里远的

高柱出站信号机前。

“雨雪天气，信号机也会受冻，我们要经

常帮它们‘舒筋活血’。”陈玮亮说，一架良好

的信号机，要保证 800至 1000米的显示距离，

才能确保驾驶司机在雨雪、雾霾等恶劣天气

正常瞭望。春运期间，信号灯每天处在高频

次的使用中，很容易出现“疲劳”，所以“灯光

师”们要定期进行维护。

说话间，陈玮亮已麻利地系好安全带，

顺着信号柱背面的梯子，攀爬上了 5 米高

空。由于风大，他的身体不住摇晃，但脚背

却牢牢反勾住梯子。“调整信号灯光不仅是

‘体力活’，更是‘绣花活’。”防护员陶军告

诉记者，信号灯镜面是凸透镜，只有灯泡光

源中心和透镜中心两点重合，才能确保灯光

明亮，稍有偏差，不仅影响司机的瞭望，还存

在安全风险。

15 分 钟 后 ，一 架 信 号 机 灯 光 调 试 完

成。陈玮亮敏捷地从梯子上爬下来，身上的

黄色防护服，已经披上了一层白霜。“冬天作

业就是这样，背上冒汗，手脚冰凉。”他搓着

冻僵的手笑着说，为了维修方便，除了加厚

的防护服，帽子、口罩之类的“装备”，他们

都用不上。

凌晨 3 点 30 分，风雪依旧凛冽。忙碌了

3 个小时的“灯光师”们，完成了今天的检修

任务，顶着风雪走在返回途中。袁游海告诉

记者，如今选择坐动车出行的人越来越多，对

列车安全、正点的要求也更高，所以，他们肩

上的责任更重大了。

信号“灯光师”的风雪之夜
□ 王 璐 本报记者 寇 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