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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我你就抱抱我》

大年初四中午，河南省人民医
院骨科副主任医师赵甲军还在家中
与家人团聚。凌晨1时，他已现身泰
国甲米机场。在距离机场几百公里
的曼谷医院，有几名因车祸受伤的
河南老乡，正焦急地盼着他的到来。

大年初一，一辆载有中国游客
的大巴在从泰国甲米驶往攀牙的
途中发生车祸，车上 35 名中国游
客中，17 人受伤，3 人伤势较重。
该旅游团来自河南。

2月 19日，也就是大年初四，省
医医务部接到省卫计委的来电，由
于重伤者均为骨折，需要一名河南

骨科专家前往泰国会诊。最终，医
院决定由骨科专家赵甲军前往泰
国。接到通知后，赵甲军立即联系
打听患 者 伤 情 、订 票 ，乘 坐 当 日
18：45 的航班飞往泰国。这是能买
到的最快到达的航班。

由于飞机晚点，到泰国甲米机
场已是深夜。曼谷医院在数百公
里外，赵甲军马不停蹄地乘坐接机
车赶路。次日一大早，赵甲军出现
在河南老乡的病床前，开始巡诊查
看伤情。

曼谷医院是泰国最好的医院之
一，但伤员跟泰国医务人员语言不

通，沟通困难。赵甲军赶到后立即展
开了全面的“摸底调查”，把每位伤者
的病情、泰国同行的治疗方案了解得
一清二楚。他一边逐个安慰伤者，一
边用娴熟的英语和当地医生共同商
讨治疗方案。对一些伤势复杂的患
者，他还通过远程会诊，和省医的专
家商量对策，给当地同行提供精确的
治疗指导。2月21日，两名重伤员先
后顺利接受了手术。

“赵，你来了以后患者的情绪稳
定多了，治疗效率也明显提高了，中
国医生好样儿的。”当地的同行对赵
甲军竖起了大拇指。

从 2001年进入公交公司开始，
每年的春运及节假日值班，刘苗都
是最积极的一个。

十七载春秋，她都是在工作岗
位上和乘客一起过年，今年更加特
殊，是她第一次和妹妹刘娇共同参
与春运服务，“姐妹花”的笑颜给乘
客留下了深刻印象。

由于妹妹刘娇第一年服务春
运，为帮助有需要的旅客合理安排
公交线路，方便他们中转、换乘和出
行，她特意找到姐姐刘苗，两人总结
了本线路各个站点可以到枢纽站的
路线，绘制成“换乘地图”，拿在手
里，走哪背哪，牢记于心里，乘客有
问必答，“我希望我们能为乘客提供
更加优质的服务，让大家感受到公
交人的热情。”

说起 93 路车长刘苗，公交二
公司四车队负责人崔彦君赞不绝
口，“她是公交线路优秀的女车长，
每年都被评为先进，从上班到现在
未出现过任何剐蹭事故，一次女车
长比赛，走 S 弯，她的技术是最棒
的。”听到夸奖，刘苗谦虚地说，“都
是慢慢练出来的，十几年开车积累
的经验，现在车辆越来越好操作

了，纯电动公交都不用离合不用挂
挡了。”

说起心爱的公交车，刘苗打开
了话匣子：关于车辆的设施、轮胎、
安全设备等一系列情况，刘苗都如
数家珍，“公交车就像是我的孩子一
样，我会处处爱护，处处留心，车况
有没有问题我一开就知道。”

受姐姐刘苗影响，妹妹刘娇也
成了 93 路车长：“我姐开公交十几
年了，她每次回去都会向家人朋友

描述公交事业的美好前景，很享受
公交为民服务的过程，我都心动了，
就加入了这个大家庭。”

现在，姐妹俩同跑一条线路，虽
然不在同一个班，但今年是姐妹俩
第一次共同参与春运服务，也是第
一次同在岗位上过大年，“公交就像
是我们的家一样，跟大家一起过年，
虽然辛苦，但很充实。”刘苗说，每次
把乘客安全送到目的地，自己内心
都充满了自豪感。

由中铁十六局集团承建的豫机
城际铁路是郑州机场连接郑州南站
的关键通道，也是“米”字形高铁郑
合、郑万铁路的连接线，计划 2019
年 10月底建成通车。今年春节，该
项目进入下穿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干
渠关键期，80多名建设者主动放弃
回家过年，加班加点推进工程建设。

大年初二 17时多，该项目盾构
机司机武惠涛开始准备进隧道接班
的工具，从隧道口到盾构机有 2.3公
里路程要走，需要 50多分钟。随着
盾构隧道掘进长度不断推进，武惠
涛每次下隧道的时间都会提前一
点，而且越往隧道里走，温度会越
高。武惠涛说：“我们天天在地下30
米掘进，当隧道内所有机器设备都
运转时，隧道内温度高达 30多摄氏
度，冬天隧道外面比较冷的话，隧道
内一般在20多摄氏度。”

12.81米的开挖直径，机体重达
300余吨，武惠涛驾驶的这台“中原
一号”盾构机堪称河南境内直径最
大的盾构施工机械。17时，武惠涛
和搭档正式开始工作。望着屏幕上
数据的变化，他们全神贯注地作业。

一同加班的豫机城际铁路一标
项目书记葛执礼告诉记者：“盾构司
机不仅要操作盾构机，还要协调相
关环节工人安全有序工作，如果协
调不好将会对工程质量产生影响，
所以这个岗位非常重要。”

该项目经理胡锦华介绍说：“该
工程需穿越南水北调干渠，隧道水
压高、地质复杂、地层软硬不均、一
次性长距离掘进 3800米、开挖断面
大，具有风险系数高、施工难度大、
工程风险不可控等特点。目前，项
目建设已到最关键时刻，盾构机将
下穿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主干渠。在

下穿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控制水
土沉降，需要严格控制施工标准。”

胡锦华告诉记者，目前，该项目
隧道已经掘进近 2200米，误差控制
在1厘米之内，属于高精度施工。能
达到这样的施工质量，与几十名盾
构司机的艰苦努力分不开。比如武
惠涛于去年 11月份刚举行婚礼，按
照山东老家习俗春节是要串亲戚
的，但他却坚定地选择了春节长假
坚守岗位。他的敬业爱岗举动得到
新婚妻子张露的支持，“新媳妇”专
门从山东过来，在工地上陪他过年。

接受记者采访时，贤惠的张露
充满温情地说：“郑州航空港大枢纽
建设快马加鞭，现在工程到了建设
关键期，咱作为家属得大力支持。
等惠涛有空了，俺两口准备去逛逛
郑州园博园，看看灯会，感受下大港
区的年味儿。”

小村里的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 李晓光

“快了快了，3月份又有五头猪要出栏了！”大年初
九，登封市颍阳镇刘相村村民栗志强正在自家猪圈忙
活着，聊起今年的光景，这个皮肤黝黑的中年汉子抑制
不住的兴奋。

“想过养头猪改变生活，可一头猪要几千块。我哪
有那个钱？”说起过往，48岁的栗志强憨憨一笑，2016
年，登封新区管委会组成的驻村扶贫工作队入驻颍阳
镇刘相村，走访入户中了解到栗志强有养猪的想法，提
出提供一头母猪帮他搞养殖。可生性老实的栗志强心
里却嘀咕，“一开始我不太信，你说咋会白白给我一头
猪呢？”在工作队多次宣讲帮扶政策，并盖上猪圈后，半
信半疑的他吃了“定心丸”。

有了母猪，相当于有了脱贫的门路。栗志强的思
想也有了波动，他默默在心里定下目标，“不仅是脱贫，
更要致富。”他向驻村工作队主动提出前往伊川学习养
殖技术。“两年来圈里的母猪已下过两窝猪崽，大概增
收了 4万元钱。这马上还有五头猪又该出栏哩，大概
能增收 1万元钱。”栗志强算起了他的“增收账”，“借助
助学贷款、雨露计划等扶贫政策，闺女上大学的费用也
解决了。在工作队的帮扶下，现在我是一心搞养殖，没
有后顾之忧。”

两年来，他靠着工作队送去的一头母猪，率先脱
贫，并主动帮助其他贫困户，如今被称为“驻村工作队
编外人员”。

看棚、拌食、喂猪……栗志强在自家猪圈忙活一阵
后，还有挂念的事。

“得去老八院中看看，不能让他自己忙活。”栗志强
口中的老八，正是该村贫困户张老八。50岁的张老八，
孤身一人并患有肢体残疾，起初张老八养猪是有顾虑
的，怕一个不小心猪就没了。栗志强得知后多次给张
老八做思想工作，“我说给他招呼着，大伙得一起致
富。”

栗志强这样说也这样做。今年元旦假期，张老八
的母猪下崽遇上突降大雪。产崽当晚，张老八将小猪
盖进被窝取暖，守了一整夜。

“老八，现在政策好了，咱不得靠双手使劲干啊？”
栗志强一边帮张老八忙活着，一边鼓励他对生活重拾
信心。而这些话，栗志强曾不止一次地说给自己，现今
又不厌其烦地说给村中其他贫困户。“志强，这猪出栏
后大概能卖 1万元吧。”栗志强和张老八边干边聊，不
大的小院里此时暖意融融……

据悉，在扶贫工作队精准帮扶下，像栗志强这
样“已脱带未脱”的事迹不断涌现，全村掀起了争
先 脱 贫 致 富 的 热 潮 。 目 前 ，刘 相 村 18 户 贫 困 户
中，有 16 户已全部脱贫，2 户低保户人均收入已达
脱贫标准。

地下30米的坚守
本报记者 成 燕 文/图

春运公交“姐妹花”
本报记者 郑 磊 文/图

异国他乡陪着伤员过春节
本报记者 王 治

把母亲的牵挂带回家
本报记者 王思俊

又是一年回家路，岁岁年年人不同。大年初一，时过
中午，稀疏的鞭炮声渐离渐远，拜年的人们也各自走开。
在三弟家里，美味佳肴一字排开摆了两大桌，琳琅满目，
给春节增添了一份浓浓暖意。同样的相聚，有着不一样
的情结，老人的牵挂萦绕耳畔。

那是 31年前，我在部队服役，团部坐落在雁门关下
的滹沱河畔。除夕会餐结束，一夜无眠，忐忑不安。后
来，听姐姐说，一进腊月，母亲几乎天天来到两三公里外
的镇子上，眼巴巴地望着南来北往的大汽车，盼着儿子回
家过年。那一年除夕，待在军中守望梦想。儿行千里母
担忧，这是老人的初心。在随后的军旅生活中，忘不了母
亲的牵挂，铭记嘱托，憧憬梦想。时间如白驹过隙，母亲
的叮咛常挂心头。

看到满桌佳酿盛宴，叫我咋能不想家，又有啥理由
不感恩？我的老家豫东农村，全村 4000 多口人，王、
张、邱、吴四大姓，分居村西、村南、村北和村东，组成
四个生产队。我兄弟四个，大哥务农为本饲养生猪，
每年出栏生猪 50 多头，三弟常年在北京做生意，四弟
承包 500多亩土地，种植时令蔬菜，他们家家建造三层
小洋楼，手头宽裕，日子过得滋润。大侄子刚过而立
之年，已是生意场上的“小能人”，南来北往，生意红
火。二侄子还不足 20 岁，学了一手好厨艺，月收入也
破 6000元。像这样的“小能人”，在村里并不鲜见。他
们穿着考究，举止有度，生活时尚，演绎着飞扬的青
春、浪漫的生活。

把母亲牵挂带回家，让亲朋好友共分享。在老家时
间短暂，走亲串友，拜望长者，相约同辈，说一说“过年
话”，聊一聊“新梦想”，憧憬着心中的美好祝福。淳朴村
风，代代相传，滋养着村民，老百姓欢欣鼓舞，家家户户过
上一个殷实的春节。全村九成村民住上新楼房，安装太
阳能，喝上安全水。有 330多口人在县城和周边城市购
买房子。新年过后，村里年轻人带着家人的牵挂和期盼，
纷纷走出家门，闯荡外面“精彩世界”，他们用辛勤双手实
现自己的新梦想。

舞出精彩新生活
本报记者 王微晶 刘超峰 文/图

大年初十，“体彩杯”2018年河南省新春广场健身操
舞大赛在新乡长垣体育馆激情开赛，来自全省各地市的
24支代表队的 326名运动员飒爽英姿跳起来，舞出精彩
生活新时尚。

作为我省春节期间全民健身系列活动的“保留节
目”，既有动感十足的韵律操，又有清新灵动的扇子舞；既
有国际范儿的交谊舞，又有民族风的蒙古舞、藏族舞等，
比赛高潮迭起、精彩纷呈，更让表演的大叔大妈们喜不自
禁。广场舞爱好者用曼妙的舞姿、欢快的音乐、喜悦的表
情、奔放的鼓点、热情的舞步，舞出了新时代广大市民的
新风采。

广场舞，又称“舞之母”，源于社会生活，产生在人民
群众之中，群众是广场舞的创作者和表演者。伴随着一
首首脍炙人口的舞曲，一支支热情奔放的舞蹈队伍尽情
释放自身正能量，参赛者舞步轻松、欢快，面带喜悦，尽情
展示活力，不断变换的队形和专业的演出赢得了现场观
众的热烈掌声和叫好声，评委们也对参赛队伍表示了充
分的肯定。

不断变幻的灯光下，舞者动感的舞姿煞是养眼。同
样吸引眼球的还有舞者身着的服装，参赛代表队不同风
格的参赛服，让人目不暇接。

谈起跳广场舞的感受，现场跳舞的马大妈说：“自从
跳了广场舞，我们的心情愉悦了，身体也健康了许多，极
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业余文化生活。”

在每支参赛队伍中，固定的两名男性格外引人关
注，别看这些大叔年过半百，但跳起来却有模有样，舞
姿一点也不逊于大妈们。“说起来，一开始很不好意思，
因为男性跳舞的很少，但我坚持跳了两个月，感觉很
好。”来自驻马店的徐先生说完又随着音乐的节奏进入
了跳舞的队伍。

“广场舞的兴起，让随意散步或闲坐的广场迅速进入
另一种氛围，并由此带动了各种团体、机构和文化活动的
开展，将很多室内自娱自乐的文艺活动拉到了广场，接近
了民众。推动和激发了广场文化的高雅性、组织性、团体
性。”每年都随记者团一起来“过年”的省体育局群体处处
长赵峻动情地说道。

《超级英雄》

《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屯》

回家的路
越来越便捷

本报记者 覃岩峰

土家族有“赶年”的习俗，至少要提前一天过年，方
才有来年的风调雨顺。腊月二十八，我便早早收拾行
李，往湖南老家赶着过年。

记忆中的春运，火车是主力，也是最为拥挤杂乱
的，但随着郑州“米”字形高铁路网的建成，滴滴出行等
新交通方式的出现，这种回家挤火车的记忆也变得越
来越模糊。

“年轻人，你可知足吧，4个多小时就能到长沙，还
嫌远啊！以前没有 10个小时想都别想。”在郑州开往
长沙的高铁上，刚给一名学生补完票，列车长、列车员
开始坐在餐厅与乘客们“闲话”春运。

“现在有了高铁方便多了，又快又稳又安全，关键
是你们不用挤啊，打个瞌睡就到地方了，多好。”50多
岁的列车长说，十多年前都是慢车，运力不足，一到春
运，火车上就成了“一锅粥”，车厢过道到处是人，没办
法，总得让大家都回去过年吧。

“说起人多啊，那真叫多，车厢里根本没有空地，到
处是人和行李，一路跑下来，经常连卫生都搞不成，抬脚
就会踩到人。”一名年长的列车员接过话说，当年的春运

“盛况”就像在昨天，别说车厢，连上个厕所都费劲，乘
客一路连水都不敢喝，好不容易挤到厕所前面，根本打
不开厕所门。

“要说啊，现在回家真是方便了，原来我要转两趟
火车，再坐汽车才能回家，现在一趟高铁坐到长沙，儿
子约个滴滴顺风车就能开到家门口，这可是以前想都
不敢想的。”一名老年乘客说，以前两三年才回一趟
家，现在有了高铁，每年都会回去看看，想什么时候回
去都行。

“听说到后年，从长沙开往常德、张家界的高铁就要
通车了，咱们湘西也进入高铁时代了，多好的事。”同行的
老乡告诉我，张家界正在规划修建旅游观光磁悬浮专
线，游客下火车、飞机就能坐着磁悬浮到景区各个点，
这发展速度简直是“开了挂”……

一路欢声笑语，回家的路越来越快，回家的选择越
来越多，让大家有了对未来的更多期待。

《等你等了那么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