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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日子像花儿一样
——辽西张家大棚走访记

三万五千公里的幸福绵延
中国高铁的“科技牵引力”

成都首个垃圾分类教育示范基地落成揭牌站
台
上
的
﹃
两
块
表
﹄

北京至张家口高速铁路近日开

通运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回望百

年历史，更觉京张高铁意义重大。

从自主设计修建零的突破，到

世界最先进的智能高铁，从时速 35

公里到 350 公里，京张线见证了中

国高铁的科技创新发展，更折射出

一个东方古国的历史性跨越——

2019年底，我国高铁里程达到3.5万

公里，一些偏远或相对落后地区加

入“高铁圈”。

呼啸前进的中国高铁正在广阔

的神州大地上一路欢歌，不断压缩

时空距离、放大人民幸福……

科技、智能，新未来

5G信号、无线充电、智能灯光调

节、无级变色车窗、无障碍设施……

京张高铁开通当天，人们惊叹智能

京张高铁体验列车上集中了这么多

的“黑科技”。

“这是世界上首次时速350公里

的自动驾驶，列车的自动驾驶系统

能根据线路状况自主计算出安全、

节能、高效的驾驶模式，大大减轻了

司机的劳动强度。”中铁设计京张高

铁自动驾驶设计负责人王东方说。

从掌握复杂地质及气候条件下

高铁建造的成套技术，到攻克铁路

工程建造领域一系列世界性技术难

题；从全面掌握时速200-250公里、

300-350 公里动车组制造技术，到

构建涵盖不同速度等级、成熟完备

的高铁技术体系，中国高铁“金名

片”越擦越亮。

业内人士指出，京张高铁标志

着我国铁路从高速时代迈入智能时

代，为中国铁路发展竖起又一个里

程碑。

“坐火车”一词的内涵，也将更

加丰富。悬空“起浮”、贴地“飞行”，

设计时速达 600公里的高速磁浮列

车试验样车已经下线，它速度快、

安全可靠、噪音低、载客量大。坐上

这种列车，“日行千里”可能只要一

顿大餐的功夫。城市之间的距离将

进一步被压缩，“双城”通勤效率得

到 提 升 ，城 市 群 内 部 联 系 更 加

紧密。

今年春运，电子客票登上历史

舞台。截至2019年 12月 5日，458个

高铁车站通行电子客票，列车整体

检票通行的耗时缩短了1/3以上，人

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周期性迁徙也

兴起“科技范儿”。

截至2019年 12月，铁路部门开

通41个供餐站，可向4000多个车次

的旅客提供3000余种餐食产品。24

小时营业的“智能无人餐厅”在青岛

各火车站提供服务。这里食品种类

丰富，绿色、安全，从点餐到出餐只

要28秒。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有

关负责人表示，智能建造、智能装

备、智能运营三个领域的探索和实

践，让中国高铁加速领跑。

造车、筑路，也筑梦

在位于长春的高速动车组生产

车间，数十辆崭新的“复兴号”动车

组一字排开，工人们正在紧张地进

行装配作业。车间门口，一个个用数

控机床和金属材料加工的“梦”字引

人注意。“我们最大的梦想，就是让

中国制造的高铁列车走出国门，‘领

跑’世界。”中车长客资深设计专家

乔峰说。

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 7月在中

国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考察期间指出，高铁是我国装备制

造的一张亮丽的名片，成为我国对

外经济技术合作的“抢手货”，要抓

住机遇、乘势而上。

实现梦想需要勇于攀登，也要

关注每个细节。

在研制高寒动车组列车时，工

程师们发现，下雪天会让高寒动车

组的刹车盘产生一定程度磨耗，而

且这种磨耗在长春到沈阳区间的车

辆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按照规定，制

动盘的磨耗程度以 7 毫米为限，超

过7毫米，就必须更换。

“问供应商，他们不清楚，问国

外同行，他们也没遇到类似情况。”

乔峰说。

回顾数据，分析变化，琢磨原

因……乔峰和同事们“长”在车上、

扎进电脑，冥思苦想。功夫不负有

心 人 ，他 们 终 于 发 现 ，在 -5℃ 到

5℃这个温度区间，雪花的特殊形

状会对刹车盘产生磨损。查明了原

因，问题迎刃而解。

当年，京张铁路动工时，西方报

纸曾发文讥讽：“中国造此路之工程

师尚未诞生！”詹天佑等工程技术人

员顶着压力迎难而上，搞出了“人”

字形折返线等创举。

今天，京张高铁建设者研发了

世界最先进的泥水平衡盾构机，建

成了世界最大埋深、规模最大的暗

挖地下高铁车站，同步推进实体铁

路和“数字铁路”建设……

一代代铁路人追梦不止，始终

不变的，是中国人奋发图强、追求卓

越的气质精神。

穿山、入网，送幸福

八百里蒙山沂水，曾是“四塞之

崮、舟车不通、外货不入、土货不出”

之地。2019 年 12 月，日兰高铁日照

至曲阜段开通运营，沂蒙革命老区

首次“触网”，山东省内高铁实现环

形贯通。

“过去我推着小车为部队送粮

送药，如今高铁进山让革命老区换

了天日。”今年 89 岁的临沭县曹庄

镇朱村村民王克昌少年时曾是“支

前大军”的一员，如今亲眼见证家乡

的樱桃坐上高铁向外运输。

“老百姓发自内心地期盼这条

高铁，老大爷背着核桃送给工人，老

大娘摊了煎饼递给司机。”中铁二院

鲁南高铁项目部项目经理宋贤昌

说，老区人民温暖了建设者的心，为

了让他们尽快坐上高铁，参建人员

加班加点，让这条高铁比原计划提

前一年多通车。

48 岁的农民王永发家住云南

威信县，成贵高铁开通后，他打算

前往 1300公里外的江西吉安省亲。

这是王氏家族 13 代人中的第一次

回乡。

成贵高铁开通后，宜宾、昭通、

毕节这些传统的交通困顿之所，被

置于铁路南北大通道之中，乌蒙山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千年交通困局

被打破。

2019年开通的高铁有一个重要

特点，就是让一些长期以来偏远或

相对落后的地区加入了“高铁圈”。

——日兰高铁、成贵高铁、昌赣

客专、徐盐高铁让临沂、毕节、赣州、

苏北等地接入全国高铁网。

——郑渝高铁郑州至襄阳段、

郑阜高铁、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

让阜阳、南阳、周口等外出务工人员

集中地结束了不通高铁的历史。

仅 2019 年 12 月，全国就有 10

余条铁路密集开通。目前中国高铁

以 3.5 万公里的运营里程居世界第

一。高速铁路“八纵八横”不断延伸

的版图下，一个充满繁荣发展活力

的流动中国正在奔腾向前。

（新华社 丁静 樊曦 齐中熙）

2020 年的第一场雪悄然而

至，位于辽宁省西部的凌源市东

城街道的房申村一片银装素裹。

雪落知寒意，但张利荣家的花卉

大棚里却暖意融融。3万株郁金香

含苞待放，密匝而整齐。

挑选、打花、捆扎……张利荣

在棚里热火朝天地忙活着，正值

花蕾期的郁金香最适合售卖。“按

今年的行情，这一棚就能挣个两

三万元。”丝丝缕缕的花香中，张

利荣笑得一脸幸福。

好日子总是来之不易的。

2010 年，丈夫范振军因为患

上癫痫和脑血栓一病不起，一家

四口原本红火的日子一下子如坠

冰窟。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两个

女儿先后辍学，但高昂的药费依

然使张家垒起了债台。

转机始于 2016 年，因病致贫

的张利荣家被房申村列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第二年，村党总支书记

于上协调凌源市总工会，帮扶张

利荣 2 万元，鼓励她通过种植花

卉脱贫。

凌源具有发展设施花卉产业

的先天条件。这里冬季阴雨天少、

光照充足，温室白天能大量蓄热，

晚上在不加温的情况下依然可以

满足百合、郁金香等花卉的生长

需要。

张利荣动心之余却也难免犹

豫。没有技术、没有经验，家里的

菜地也没经过肥料喂养，这花，能

种得活吗？

摇摆不定之时，辽宁省农业

科学院花卉科技特派团和凌源市

蔬菜花卉管理局主动为张利荣提

供了技术支持，凌源市润翔花卉

专业合作社也帮扶了价值 2000

多元的花卉种球。

这像是一剂定心丸。张利荣

决定豁出去了，试上一试！

2017 年 7 月，张利荣种下了

第一茬“西伯利亚”百合花。摸索

着学习，忐忑中前进，总算功夫不

负有心人。不到四个月，张利荣的

第一茬百合挣了近 4 万元，一下

就实现了脱贫。“心里特别高兴，

就是那种不吃饭都饱的感觉。”回

忆起靠种花挣到第一桶金的感

受，张利荣仍然激动得双眼放光。

这几年里，张利荣逐渐形成

了自己的种花“套路”：一茬郁金

香、一茬百合、一茬小菜，再休息

两个月给地消毒。一年下来，能有

七八万元进账。“大家看我挣着钱

了，之前那些不敢尝试的人也全

都开始种花。”张利荣说。

于上介绍，房申村建档立卡

贫困户共 13 户、23 人，已经在

2019 年全部脱贫，除个别外都是

依靠花卉种植实现的。

在这片以寒冷著称的黑土地

上，“温室花朵”如此大放光彩，离

不开科技的保驾护航。

2007 年起，在辽宁省科技厅

和凌源市科技局的领导下，省农

科院花卉科技特派团扎根凌源，

引进百合、郁金香、菊花、玫瑰等

200余个花卉品种，筛选适合凌源

地区栽培的优良品种并示范推广

配套栽培技术，累计推广花卉种

植面积 15万余亩，增加经济效益

30亿元，直接带动上千户农村贫

困户脱贫，并大力扶持花卉龙头

企业和合作社。

科技攻关推动了优良品种引

进和配套栽培技术提升，造就了

我国北方最大的球根花卉产区，

为凌源赢得了“中国百合第一县”

和“北方花都”的美誉。目前，凌源

花卉实现周年供应北京、上海等

城市，深受消费者青睐。

辽宁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副

所长郎立新说：“下一步，花卉科

技特派团将继续提高花卉生产组

织化、鲜切花的产品质量、加快种

球国产化进程等，支撑凌源花卉

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张利荣也琢磨着要提升自家

大棚的花卉品质——更高的品质

意味着更高的市场价格，她想多

挣点钱。“熬过最难的时候了，想

给我两个女儿开个美甲店。”张利

荣有点哽咽，唇角上扬努力掩住

眼中的泪光。她别过头看向地里，

亭亭而立的郁金香还稍显娇嫩，

但每一株花蕾散发的，都是幸福

的香气。（新华社 王莹 包昱涵）

本报讯（记者 胡桂芳）垃圾

分类该怎么分？带来的好处是什

么？今后，如果你对垃圾分类的概

念还比较模糊，可以去成都青羊

区少城街道的垃圾分类教育示范

基地详细了解。1 月 9 日上午，由

四川成都青羊区少城街道和北京

福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打造

的成都市青羊区少城垃圾分类教

育示范基地在横四道街正式揭

牌，标志着成都首个垃圾分类教

育示范基地正式建立。

据介绍，基地内包含了垃圾

分类相关政策法规、我国垃圾分

类发展历程、街道及公司垃圾分

类工作成绩，以及垃圾分类相关

知识等几个板块，采用文字说明、

图片展示、街区沙盘、投影讲解等

多种方式，形象生动、深入浅出地

将相关知识与信息完整立体地展

示在大家面前。

“成立垃圾分类教育示范基

地的目的，就是为了向广大居民

更直观地传递环保理念，普及垃

圾分类的相关知识，更好地引导

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到垃圾分类中

来。”采访中，少城街道四道街社

区党委书记张雪莉如是说。

据北京福胜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接下来将在

全川推广垃圾分类工作，让垃圾

分类实现街道办全覆盖。

揭牌仪式现场，垃圾分类趣

味游戏备受居民关注。送垃圾回

家模拟游戏墙、垃圾分类我参与

等不同形式的垃圾分类体验，也

同样引来不少市民的参与，让大

家零距离感受到了“垃圾分类就

是新时尚”。图为社区居民参与垃

圾分类趣味游戏。

临近晚上 9 时，从井

冈山开往北京西的 D734

次列车即将停靠南昌西

站。列车值班员卞菁站在

车门前，照着车窗把帽子

扶正。伸手瞬间，她左手

手表下露出一块歪歪斜斜

的“手表”，黑色的线条有

些模糊。

“每年最忙的时候，一

周才能见到女儿一回。”

卞菁说，女儿朵朵 5 岁生

日那天，接到任务临时出

乘，朵朵很不开心地在她

手上画了块“手表”，提醒

她按时回家。后来，卞菁

每次出乘前，“画表”成了

母女俩的约定。

卞菁和丈夫朱晨都在

南昌客运段工作，夫妻俩聚少离多，交

替照顾女儿成为常态。春运临近，一家

三口团聚的机会越来越少。最近，朱晨

告诉妻子：“女儿想你了，要不列车停

靠南昌时，带她来站台上看看你？”

车站里人头攒动，团聚的气氛随着

列车南来北往。2020 年铁路春运自 1

月 10 日开始，共 40 天，全国铁路预计

发送旅客4.4亿人次。

朵朵知道今晚能见着妈妈，一路蹦

蹦跳跳。

“妈妈还有多久到？”朵朵问。

“还有15分钟。”朱晨看了看手表。

“15分钟……我要妈妈，要妈妈。”

朵朵说着将头倒向爸爸。

“呜——”列车进站，朵朵踮着脚

尖，伸长脖子，喊道：“妈妈的车！”

卞菁张望车窗外一扫而过的人群，

右手指在左手背上来回弹动。车门打

开，她一步迈出，站上站台。“请大家注

意列车和站台间的缝隙，先下后上。”

看到妈妈的背影，朵朵小声叫了句

“妈妈”。卞菁背对着女儿，引导旅客上

车。“妈妈、妈妈……”朵朵越叫越大

声。

离列车出站不到3分钟，随着最后

一个旅客上车，卞菁转过身，捧着女儿

的小脸，一把将她抱入怀中。

一阵沉默后，卞菁突然想起了什

么。在外几天，“手表”的颜色渐渐淡

去。卞菁摸了摸口袋，掏出水笔说：“宝

贝，给妈妈把‘表’描摹一下好不好？”

自从“画表”成为和女儿的约定后，

卞菁每次出乘都会随身携带一支水笔。

“画快一点。”朵朵自言自语地在妈

妈左手上画了一个圈，接着点上刻度。

“一点、两点、三点……”

发车铃声响起，催促着离别的人。

未等描完，卞菁轻轻扯过女儿手中的

笔，“妈妈要走了。”

“妈妈，我和爸爸在家等你。”朵朵

低着头，眼眶湿润。

卞菁站起身，转过头，朵朵一把握

住妈妈的手指头，泪水滑过脸颊。卞菁

用力扯出手指，踏进车门，抬起左手擦

拭眼角的泪珠，露出两块手表。一份责

任，一份思念，仿佛就沉淀其中。

车门关闭，隔窗相望，列车缓缓驶

出站台……

每一次小家的分别，都是为了更多

人的团聚。

（新华社 胡振华 黄浩然）

消费提示：直播购物
成为新型投诉热点

新华社南京1月9日电（记者 郑
生竹）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发布的 2019 年消费投诉分析显示，

社交平台直播购物问题频发，成为新

型投诉热点。

近年来，直播带货成为一种新型

购物模式，不少消费者选择在快手、

抖音等直播平台上购物。据江苏省消

保委统计的投诉数据，2019年全省涉

及直播购物问题的投诉达到 986件，

成为新型投诉热点。

江苏省消保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投

诉的问题多集中在产品质量货不对板、

卖家毁约不发货或延迟发货、消费者

获取经营者及商品信息受限等方面。

由于消费纠纷多牵涉异地商家，地区

跨度大，消费者举证难，维权成本高。

例如，2019 年 10 月 20 日，消费

者杨先生通过某直播平台购买了一

床 鹅 绒 被 ，商 家 宣 传 称 该 鹅 绒 被

100%鹅绒填充，面料是全棉防雨布。

杨先生收货后却发现，所谓的“鹅绒

被”面料是100%化纤布，被子里面填

充物是垃圾棉。

江苏省消保委发出消费提示，消

费者在社交平台直播购物时，应先了

解所购产品质量价格情况，不要相信

绝对化用语的广告宣传，不被明显低

价所误导。多关注第三方平台及相关

经营者资质和信用，理性消费，避免

盲目选购、冲动消费，防范低价劣质、

高价仿冒等陷阱。

“大爱四川情满救助”
专项行动保障困难群众
温暖过冬

本报讯（记者 赵青 实习记者 李
林晅）记者从四川民政厅获悉，四川

正深入扎实开展“大爱四川 情满救

助——寒冬送温暖”专项救助行动，

保障困难群众温暖过冬。

据四川民政厅工作人员介绍，自

2019年 11月中旬启动专项救助行动

以来，四川各级民政部门和153个救助

管理站，着力在站内照料、站外托养、

源头治理等各环节提质量、优服务。

在专项救助行动期间，四川通过

实施“迎新春 暖万家”救助帮扶行

动，组织干部职工逐一走访低保对

象、建档立卡贫困户等重点救助对

象，截至目前，已走访困难群众13.68

万户，新落实救助政策 3.75 万户。同

时开展了“照亮久违回家路”救助关

爱行动，截至目前，四川全省救助管

理机构共帮助 983 名流浪乞讨人员

成功寻亲返家。此外，四川开展了“撑

起一片艳阳天”救助纾困行动，全省

各级救助管理机构主动前往车站、地

下通道以及桥梁涵洞等重点区域开

展巡查，目前已劝导入站接受救助

2791人，对不愿入站者发放衣食等御

寒物资价值 146.5 万元，有效地防止

了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饿死、冻

死等现象发生。

2020年全国乡村春晚
集中展示活动
四川分会场启动

本报讯（记者 赵青 实习记者 李
林晅）韵味十足的舞蹈，火红的灯笼，

一张张洋溢着欢乐的笑脸……1月 8

日，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万春镇幸福

村里一派喜庆祥和的景象。为丰富基

层群众文化生活，提升文化活动群众

参与度，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当天，由

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主办，文化

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四

川省文化和旅游厅等单位承办，四川

省文化馆等单位执行的“2020年全国

乡村春晚集中展示活动启动仪式暨

四川分会场活动”举行，500 余名村

民欢聚一堂，提前感受节日气氛。

四川省分会场乡村春晚节目由

“美好新时代”“天府新农村”“幸福新

生活”三个篇章构成，参演人员均为

成都市乡村文化骨干和村民代表。活

动现场，歌舞《欢天喜地闹新春》、舞

蹈《盛开的花蕾》、歌曲《梦》《在希望

的田野上》以及民俗节目《板凳龙》

《抖空竹》等极具四川特色和乡土气

息的节目轮番亮相。现场还展示了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川派盆景、乡村

特产等。写春联、画糖画等互动环节

更是吸引了大量村民参与。

据了解，近年来，四川省各地开

展的“百舟竞渡迎端午”“千龙千狮闹

新春”“万人赏月诵中秋”等大型群众

文化活动，以及由四川省农村群众自

发举办的“乡村春晚”“院坝春晚”

等，已成为四川省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推动新时代乡村文化发展的新风

尚。作为繁荣群众文艺的重要力量，

“乡村春晚”“院坝春晚”更是在促进

乡村文旅融合、助推乡村文化振兴、

凝聚村民情感、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