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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情相伴回家路
本报记者 黄永东 张倩张丽霞 聂春洁 李焱 通讯员 吕俊 实习生 于乐 文/图

算好假期的时间，买好返家的车票，备上过节的礼物……我们想象不出，这几日，在这个城市里，会有多少人正在计划着
回家的旅途。而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当大家都在为回家过年忙碌的时候，有一群人因为要帮助人们出行，反而要在这
个时节更加忙碌地工作。当您乘地铁赶往火车站的时候、当您乘公交前往汽车站的途中、当您打出租驶向机场的间隙，请您
留意，那每一个服务春运的岗位上，都有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在默默付出。而他们的背后，也都有牵挂思念的亲人……

这个春节，地铁1号线的
司机们都不能放假。这和地
铁运营的性质是相关的。作
为最守时的公共交通工具，
地铁一旦开通，一年365天不
停歇。轮流当班、周而复始，
他们的生活里，没有节假日
的概念。

1 月 24 日晚 10 点 20 分，
记者在地铁郑东车辆段见到
了司机李慧杰。他刚下晚
班，根据排班顺序，第二天他
该上早班，要驾驶首班地铁
列车“压道”——空车不载客
在隧道里运行一遍，巡查检
测可能存在的隐患。1 月 25
日凌晨 4 点 03 分，李慧杰和
跟随他实习的学员司机藏东
攀准时出现在宿舍门口。4
点 20 分许，他们来到地铁列
车车库旁的乘务派班室，领
取当天的出勤任务表。4 点
33分，他们登上 0115号地铁

列车，检查车况是否良好；约
4点 45分，李慧杰驾驶“压道
车”驶出车库。

“压道车”每天早上要
把约 26 公里长的隧道试跑
一 遍 ，目 的 是 探 查 地 铁 隧
道、接触网、铁轨、沿途附属
设备等有无影响行车的问
题。一路上，李慧杰把车速
控制在每小时 25 公里以下，
警惕地观察前方路况。6 点
10 分，“压道车”顺利抵达西
流湖站。

“我要驾驶的下一班车
是正常运客车，6 点 47 分 44
秒从西流湖站出发。”驾驶完
首班“压道车”后，李慧杰可
以在西流湖站休息半小时。
据悉，司机们共分 4 班，每 4
天一个轮回。“我们春节不放
假 ，还 按 正 常 排 班 顺 序 上
班。我是大年初一当天要上
白班。”李慧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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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郑州火车站西入
口，有着醒目标示的“丹丹
服务岗”前，人群一直川流
不息。尽管身后有椅子，
但梁丹丹极少有机会坐
下，春运40天，每天从早晨
8点到晚上7点半，近12个
小时，梁丹丹和她的同事
得一直站着，为旅客解答
问题、提供帮助。

自从进入春运，服务岗
每天接待的乘客都在 200
名以上。提供咨询服务，光
有耐心还不够。一对老夫
妇来问郑州东站怎么走，看
到工作人员应接不暇，记者
好心地指导他们去乘地
铁。就在老夫妇离开之际，
梁丹丹赶紧走过来，经过询
问，才知道他们是要去位于

火车站东广场的汽车中心
站。“很多人分不清火车站
东入口和郑州东站，指路
时，首先看对方的车票，没
有车票就得仔细询问。”梁
丹丹说，郑州东站、火车站
西入口开通都不久，很多乘
客会有迷惑，尤其需要耐心
地指点。

送走一名问事的乘
客，梁丹丹突然向进站口
跑去。不一会儿，只见她
搀着一名眼睛缠着纱布的
年轻男子走过来，将他安
置在特殊旅客候车区。这
个特殊的候车区位于服务
岗一侧，不仅有舒适的沙
发，还有轮椅、拐杖等服务
设施。“春运期间不售站台
票，特殊旅客可以预约服
务，但很多人不知道，我们
就要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
务。”梁丹丹说，服务岗正
对着进站口，刚才她看到
有行动不便的旅客，所以
就过去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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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公交四公司 46
路公交调度室。

调度员王刚每天凌
晨 5 点起床，5 点 10 分赶
到调度室，开始他一天的
工作。

46 路公交调度室负
责调度 22 辆车，37 名司

机，由于春运，平均每天又
增加了10个班次，这让王
刚的工作更加忙碌。在早
班司机到达之前，王刚要
做完计划投单、车辆消防
设施检查、清扫停车场卫
生等工作。发车前，他要
陪同车长检查车上设施，

提醒车长做好出车前准
备，然后按照GPS调度指
令提醒发车。

正常期间，46路车走
完全程需要两个半小时，
春运期间交通拥堵，乘客
激增，经常需要三个多小
时才能走完。遇到堵车或
车辆故障，车长会通过
GPS 将情况上报，王刚则
根据路上情况，调整其余
车辆发车时间，遇到严重
拥堵情况，还要指挥车辆
绕路赶去弥补发车间隔。

调度室是几间简易房，
但王刚和同事一起把这里
变成了温馨港湾。屋内有
沙发、鱼缸，墙上则挂满了
合影，像个小家庭。王刚
说，每辆车回到场站，车长
可以休息十几分钟时间，他
会抓紧时间热饭菜，为车长
们加餐，陪他们聊天。

“出站门检”是长途客
车驶出汽车中心站之前的
最后一道检查，在这个岗
位上担任安检员的周惠民
被称为长途客车运营安全
的“最后守门人”。

许多读者都熟悉汽
车站进门时的违禁物品
检查，旅客身上的大包小

包，要通过安检机检查一
下才能进站。“出站门检”
工作不同之处在于，安检
员把握的是车站车辆出
口关，并且主要检查对象
针对的是车辆和司机。

周惠民工作时等候
在出站门口，站里每一辆
车准备驶出时，首先会在

她面前停下。她迅捷地
登上车厢，首先检查司机
和车辆的证件手续是否
齐全，确保是正规司机驾
驶的正规车辆，然后清点
实际旅客人数和核载人
数，确保不能超员。

与此同时，她还要留
意司机的精神状态。有
一次，她在检查时发现一
名客车司机看起来神色
不好，就立即询问，得知
身体有不舒服后，赶忙联
系客运公司找别的司机
来替换。

据悉，春运期间，汽
车中心站每天发出的班
次多达1000班，周惠民所
在的班组人员比平时就
要更忙。

周惠民每逢上早班
时，早晨 4 点就要起床，4
点半开始往单位赶，5 点
开始上岗，十分辛苦。

春节，对郑州机场地面
服务部工作人员来说，又迎
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光。

“累并快乐着”是他们的心
声。值班主任、登机口服务
人员、行李分拣员、机务员、
搬运工、保洁员、运输司机
……数千名奋战在春运保障
岗位上的一线员工，以独有
的方式演绎着机场春运的点
点滴滴。

昨日上午，来到新郑机
场，走进机场宽敞整洁的大
厅，记者明显感觉到候机乘
客比往常增加了许多，随处
可见身着制服的工作人员忙
碌的身影。在9号登机口，记
者见到年仅 25 岁的范东东。
范东东主要在登机口负责接
机旅客、登机检查、登记指引
等工作。

“一般情况下，我每天会
负责七到八个航班的接送，

春运期间，因为航班班次
的增加，现在至少要负

责 13 个航班。”范东
东告诉记者，每次

航班登机口检
票时间大概

一 个 半
小

时，“近机位”的航班还好，只
需一次检票，旅客就可以直
接登机。“远机位”的航班，在
接机时，要至少提前20分钟，
要到停机坪上等待飞机着
陆，旅客下机舱后，还需指引
旅客乘摆渡车平安到达机场
大厅。“远机位”航班在登机
检票时，要通过两次检查，先
室内检查，然后在上飞机时，
还要再次核对旅客真实信
息，而偌大的停机场，寒风飕
飕，室外温度低于零下 10 摄
氏度，“一个航班300多个人，
一一检下来，有时候手都冻
麻了，腿也酸酸的。”范东东
说。

出现航班延误时，范东
东的工作时间也会无限制地
延长。“航班延误，旅客心里
难免会急躁，这时候更需要
我们通过细心服务来缓解他
们的情绪。如果出现长时间
延误，我们还要给旅客安排
好食宿，把每个旅客安顿好
后才能回去休息。”范东东告
诉记者，有时要加班工作到
夜间3点左右才能结束。

望着旅客能顺利登上回
家的航班，范东东觉得再苦
再累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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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城里的爆竹声此起彼伏，而大山
深处的环翠峪景区却显得格外平静。这些天，袁爱卿坐不住
了，作为省级贫困村的一名网格长，每一位住户怎么过年无时
不牵挂着他的心。

清晨 8 时，袁爱卿早早地起来，安顿好卧病在床的老父
亲，顶着寒风就出门了。

不久前，袁爱卿被评为 2013年感动荥阳十大人物，获得
一万元“爱心助力金”，他想把这些奖金用在环翠峪社区搬迁
建设项目涉及拆迁的70余户和村里的贫困户身上。

环翠峪社区搬迁建设项目C区低层联排建筑正在施工，
一块块大红石砌起来防泥防沙的石堰，像给大山贴上了一幅
幅年画。

袁爱卿不敢停歇，快步来到建设项目南废弃河沟旁边的
一小块儿平地上，借着四棵小树用木板围起的一个“窝棚”就
成了慎遂长的家。慎遂长今年 72了，是村里的贫困户，他老
伴71岁了，眼角膜损坏，看不清东西，平时全靠慎遂长一个人
照顾。因为儿子不经常回来，袁爱卿就经常来他家瞧瞧，看看
水缸空不空，米面缺不缺，有没有什么老人干不了的重活。

看到袁爱卿来了，慎遂长赶紧从屋里出来拉他进屋。狭
小的空间里摆着一张木头支起的床，地上零散堆着一兜萝卜
和几棵白菜。一番嘘寒问暖，临走时，袁爱卿从兜里掏出100
元塞到慎遂长手里说：“叔，过年了，也没给带啥东西，这 100
块钱你拿着，买点肉，好好过个年。”

沿着山路再往里走，袁爱卿又来到了王子平租住的
“家”。这位60多岁的老人，年轻时在水泥厂打工身体大面积
烧伤，丧失了劳动能力。他家原来住在路对面，正好是环翠峪
社区搬迁建设项目起步区的范围，他主动搬出住了一辈子的
老房子。

袁爱卿计划赶在年前这几天把涉及拆迁的 70余户和村
里的部分贫困户都走一遍，送上他的这份“爱心助力金”。“这
次的感动荥阳人物，10个人里边我是唯一的一个机关干部，
我不能把助力金自己花。”袁爱卿告诉记者，村里那些居民为
了社区建设，宁愿献出自家的老房子，自己租房过年。还有村
里贫困户生活条件差，平常吃不上肉，作为机关干部，快过年
了，把钱花在他们身上才对得起“爱心助力金”这五个字。

网格长的“爱心助力金”
本报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蒋士勋韩洋洋

“我想和校长合个影，长大了当一名记者，回来采访张校
长。”“新年就要到了，我真想有个新书包，为下学期的学习做
好准备。”“我的作文不太好，我多想有一本作文指导书呀，帮
助我把作文写好。”春节到来之际，这些贫困家庭孩子们的新
年“微心愿”，在二七区教体局党员志愿者的帮助下，终于梦
圆。

今年以来，二七区教体局党委在局属各学校党支部中持
续开展“微心愿·微服务”党员志愿服务活动，广泛征集广大
教师、学生现实需求和渴望实现的“微心愿”，重点关注了困
难教师、困难家庭、留守儿童、农民工子女、残疾人、退休困难
教师等群体。截至目前，已经征集到169条“微心愿”，涉及学
习辅导类、身心健康类、情感满足类、开阔视野类和物质满足
类五类。

教体局党委在局机关一楼大厅设置心愿墙，把征集到的
“微心愿”统一进行集中展示，全区教育系统各支部在职党员
根据自身能力、爱好和特长，自愿对“微心愿”进行认领。经
过宣传动员，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一“微公益”活动中来，

“订购”孩子们的小心愿。有的人把心愿卡带走，自己跟需要
帮助者沟通联系；有的人把相关物品转交给服务认领台，由
局党委或党支部帮助完成。当“微心愿”被认领的那一刻，他
们的心中也就播下了感恩的种子。

认领微心愿 传递正能量
本报记者 安群英 通讯员 张磊

“请问您想去哪里，海南啊？一周前已经报满了。现在报
华东线和省内游还可以……”腊月二十八上午，记者来到位于
紫荆山商务楼的河南南湖国旅办公室，一进门就听到工作人
员与市民的热线对话。

见记者进来，该旅行社总经理秦明浩乐呵呵地跑过来招
呼记者坐下，寒暄几句后他三句话不离本行，打开了“出游话
匣子”：“您来采访春节出游市场啊，有点晚了吧？我们社海
南、云南等热点线路都报满了，这些线路早都不收客了。今年
国内游接团量同比增长20%左右，收成还不错！”

“我今天来不是想问哪些线路热，主要想看看马年春节市
民出游的深层次变化。”“要说变化啊，最明显的是崇尚深度体
验游、自然生态游、个性化品质游的市民越来越多，出境游热
点也从东南亚扩展到欧美等更远的区域。上周有位市民报名
带全家去海南旅游，他说他本人已是第三次去海南了，去旅游
不仅是为了观光，而是为了放松身心，拥抱清新大自然啊！这
充分说明市民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升，出游理念已发生质的
转变！”

听到我们谈变化，一旁的导游小谢接过话茬儿：“要说变化
啊，我在一线，最有发言权。现在很多游客都要求报品质团，不
少人还提出不想走常规线路，想走体验文化深度游、美食体验
游、科普教育游等个性化路线。我感觉现在游客出游需求非常
多元，逼着旅行社提供更多个性化半自助游产品，以前那种‘小
旗一摇晃，游客跟着跑’的局面快成历史了。”

“你是咱郑州旅游协会旅行社分会会长，你觉得咱全市旅
游业今后该咋转型啊？”记者向秦明浩抛出这个大问题。秦明
浩凝神思考几分钟后说：“随着智慧旅游时代到来，选择自助
游、半自助游的人会越来越多，旅行社要想发展壮大，就必须
为游客提供更加舒适、快捷的半自助游，同时还要根据不同年
纪、层次游客需求，设计出个性化线路，以适应这个‘说走就走
’的旅游时代。”

当春节出游逐渐走进更多寻常百姓家，当越来越多人喜
欢飞出国门、走进陌生城市过大年，我们仿佛看到，绿城市民
的“幸福指数”正在不断攀升，而马年郑州都市新生活一定会
更加五彩缤纷。

说走咱就走

——春节旅游市场走笔

本报记者 成燕

荥阳是个有温度的地方。近年来，该市
“好人”层出不穷：李春凤、马英荣登“中国好
人榜”，李春凤还获得“中华慈善奖”最具影
响力慈善行为楷模，苏凤英被评为“感动河
南十佳母亲”、“郑州市世纪母亲”，朱芳菲等
2人被评为“郑州市道德模范”，郑全理等5人
被评为“郑州市道德模范”提名奖，王玉多等
15人获得“郑州市文明市民”称号，陈晓静等
2人被评为“郑州市文明市民”，张艳艳、宋振
培当选郑州市首届“我心中最美乡村教
师”…… 他们的事迹感动了市民，温暖了人
心，传递了能量，成为一种感人至深、催人奋
进的“荥阳力量”。

好人群体的产生与他们成长的土壤和

所处的环境密不可分。荥阳历史文化厚重，
翻开荥阳古志，“厚德崇善”、“崇德守信”、“乐
善崇文”、“勤俭坚韧”……描述荥阳人崇善尚
德等优秀品质的文字随处可见。婆媳让水的

“贤孝文化”，散尽家财、义助他人的“赵疯子”
的故事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

荥阳“好人现象”的产生不仅是荥阳厚
重的文化传承长期积淀的结果，更是该市近
年来持之以恒致力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结果。

2009年 8月，荥阳市率先在全国提出了
“全民慈善”理念，打造以“全民慈善、方便慈
善、透明慈善、效益慈善”为内涵的慈善城

市，建立“全民慈善日”，在全省率先设立了
“儿童福利日”，发展慈善超市、慈善餐桌、慈
善影楼、慈善药店、慈善医院、慈善手机卖场
等慈善载体，拓宽募集渠道，引领社会各界
释放和奉献爱心。

如今在荥阳城乡，创建文明单位、文明
村镇、文明家庭及“好婆婆”、“好媳妇”、“好
妯娌”、“道德模范”、“美德少年”、感动荥阳
十大人物等创建和评选活动蓬勃开展，“荥
阳好人”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拨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荥阳市通过
表彰会 、“道德模范”基层巡讲和“道德讲堂”
等系列学习推广活动，让一颗颗崇尚道德的

“种子”在向典型学习的春风中悄然播下。

荥阳好人多
本报记者 许大桥 通讯员 孙国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