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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坚守一线坚守

一道光亮，划破了除夕的夜幕，远
处火车鸣笛声，一声近过一声。

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襄
阳北车站内，错落的灯桥洒下黄光，
137条铁轨分分合合，一节节车厢如长
龙般蜿蜒游走在各条股道。

在食堂吃罢饺子，襄阳北车站下行运
行车间党总支书记李邦兴举着手电筒来
到铁轨沿线，查看重点列车解体情况。这
是他在铁路部门工作的第36个年头。

有着“十里编组站”之誉的襄阳北
车站，承接东西、沟通南北，襄渝、焦柳、
汉丹、浩吉4条铁路干线在此交会，运
力辐射华东苏浙、华北京津、华中豫湘、
西南川渝及西北陕甘等省份，是北煤南
运大通道的关键枢纽。

正值春节保供关键节点，平均每3
分钟就有一列满载着电煤、粮食等货物
的列车在站到发。每列货运列车通常
有五六十节车厢，假如其中有8节电煤
要去四川，9节电煤要去湖南，15节要
去江苏，怎么办？

“编组站，就好比一个大型快递分
拣中心，我们就像‘旱码头’上的摆渡
人，把来自不同方向的货运列车拆散、
重新编组，派往不同的目的地。”李邦兴
介绍，该站日办理车厢最高可达3.3万
余辆，春运期间每天有超过70万吨的
各类货物在此集结、中转、外运，作业量
稳居全国第二。

走进调度指挥大厅，500平方米的大

厅里，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场内列车运行
情况。这里是襄阳北车站的“智慧大脑”，
10余名调度员盯紧电脑“排兵布阵”，为货
运列车制定线路与编组方案。

“一场4道拉风作业完毕，可以挂
车，4道预推信号好了，脱轨器下道，可
以试拉！”下行驼峰运转车间内，“00
后”视频试拉连结员熊生祥打开记录
仪，对照作业计划单手比口呼。这是他
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除夕值守。

驼峰是编组站的一处高地。调车机
将货车车厢从到达场顶送到驼峰后，连结
员会根据指令开展驼峰提钩作业，一个或
者多个车厢，靠着惯性以及自动化控制的
道岔变换，由高向低一路疾驰而下，通过
减速区段，最终停靠在不同的股道里。

“你看，‘22055 次，02—01—587
溜，03—01—628溜’。意思就是说，
这次列车第2钩溜放1节车厢，
车厢号后三位数是587。”熊
生祥说。

顺着股道方向往下
走，一阵“叮叮咣咣”
的刺啦声响起。
湖北日报全媒
记者立即
按 照 提

示堵住耳朵，张大嘴巴。20余秒后，声
音停止。

“车厢从驼峰溜下去后速度很快，
以前都是靠制动员用‘打铁鞋’的方式
人工减速，效率低不说，还很危险。”李
邦兴说，车站依托科技手段，持续优化
列车到达、解体、编组、出发等作业流
程，原来二三十人做
的工作，现在只需两
个人就能完成。

调度指挥
数字化、货运
检查立体

化、车号接车无人化，如今的编组站科技
范十足：控制台上的树型分叉调整溜放
进路，不再需要人工扳道；自动化减速装
置与称重踏板、测速雷达相互配合，控制
溜放速度，使车厢能稳稳停靠在预定位
置；增加下行驼峰监控设备与终端，实施
视频试拉，有效压缩驼峰空峰时间……

“春运以来，襄阳北车站电煤运输
量日均超过40万吨。”李邦兴说，除夕当
天有100余名同事坚守在岗位，让南来
北往、东奔西行的列车在这里顺利集结
编组，为万家灯火提供可靠供应。

襄阳北车站日均运货70万余吨——

编组“游龙”行全国“旱码头”上摆渡人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王欣 吴宇睿 通讯员 曹黎波

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翻山堰村“村晚”现场。（通讯员 张建波 摄）

湖北日报讯（记者汪菁华、通讯员汪
昊、张智）“嘀嘀嘀——”2月9日早上6时，
除夕的闹钟提醒张秀娟起床。

7时，作为武汉血液中心成分献血科
的护士，张秀娟就穿好白色护士服，坐上了
采血椅。为了能在上班期间更好地服务献
血者，张秀娟和十多位同事相约，比平时早
一个半小时到单位献血，由采血护士“变
身”献血者。

“为了保障春节期间患者用血，每年除
夕，我们都会集体献血。”除夕，人们大都行
走在回家团圆的路上，献血的人少。已经
有81次献血经历的成分献血科副主任谢
晋说，该科护士们每年除夕献血的约定已
默默坚持了18年。

据武汉血液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除
夕当天共有14名工作人员热血“挽袖”，共
捐献了17个治疗剂量血小板。

连续18年除夕相约

采血护士热血“挽袖”

13时，气温
蹿升至11摄氏度，
和煦的阳光播撒在广
袤的雪原林海……2月9
日除夕这天，一抹熟悉的“救
援橙”在人海和林间穿梭，成为
一道美丽的风景，守护着神农架林
区绿色生态屏障和群众万家灯火。

“木鱼消防站全体人员，今天是除夕，
也是正常工作日，你们要坚守岗位，做好勤
务值守、消防救援……”2月9日上午8时30
分，湖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汉江支队神农架林
区大队大队长岳远建调度木鱼前置执勤点
和各乡镇专职消防站春节值守工作。这次
是他来林区大队任职的第四个除夕调度。

此前低温雨雪来袭，2月2日至4日，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与神农架林区大队消防
救援人员一道查看消防安全隐患，在木鱼、
松柏的两个前置执勤点探访，登上海拔
2850米的机场，见证坚守的政府专职消防
队勇担消防使命。

“冬季是神农架林区旅游旺季，也是防
火重点季。春节临近，各地来休闲旅游人
数明显增多，受祭祖、返乡等因素影响，防
火形势异常严峻。”岳远建介绍，2003年
起，大队成立，正式驻防林区。20年来，林
区大队消防救援人员和各乡镇政府专职消
防队员以及消防志愿者，持续为林区的消
防安危坚守、奉献。

“林区坚持家火野火一起防范。”岳远
建说，进入冬季，他们对进山带火、消防安
全以及遇火紧急避险等常见问题，采取“携
装巡护”的方式，组建防火护林突击队，队
员们每次都是爬坡趟沟，背负20公斤装
备，徒步20多公里山路，穿梭于连绵山脉
之间，踏着皑皑白雪、踩着枯枝落叶巡护山
林，守护大山平安。

随着天气转暖，神农架林区人流熙
攘。根据相关部门数据，神农架林区回乡
过年人员4000多人，前来滑雪旅游游客预
计高峰将超过1.5万人。

“除夕，我们有90%的一线消防员24
小时在岗坚守。林区有4家滑雪场，大量
游客来这里滑雪游玩，吃住主要在木鱼、红
坪的酒店民宿。这里有各类酒店、民宿
800多家，消防安全更是压在我们肩上的

大 事 要
事。”岳远建
告诉记者，春节
假期，大队严格落实
执勤备战要求，24小时
在岗在位，防火巡查、流动
巡逻、执勤备战，样样不放松。

3 家正在运营的大型滑雪
场，游客熙熙攘攘。“游客多了，我们
欢迎！但我们防火责任和压力也大
了。”木鱼前置执勤点负责人王留情是一名
汉江支队调派来此挂职的干部。上午9时
到11时30分，他们穿着橙色战斗服，齐刷
刷地出现，在海拔2000米的山巅和滑雪场
巡查，提醒滑雪场管理人员注意场内消防，
关注游客用火情况。

王留情介绍，2月2日至24日，木鱼
镇举办系列春节活动，吸引众多游客感受
神农架风情。“2月2日、3日，木鱼镇举办
了两场露天篝火晚会表演，我们从晚上7
点到9点，一直坚守现场，提供消防安保
服务。”

在松柏镇最繁华的路段常青路和中心
街，扎根林区13年的“老消防”刘帅克带着
一个班着装整齐，驻点巡查。同时，松柏救
援站指导员雷电带领一班人，执行流动巡
逻。雷电说：“群众过节，我们守夜！流动
巡逻，就是要主动发现各类火情隐患！”

“正是有了他们的坚守，‘华中屋脊’的
森林生态安全、林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和当地居民的幸福感安全感，才有了持续
的消防安全保障。”湖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汉
江支队政委彭国强动情地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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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9 日上午，神农架
木鱼前置执勤点消防救
援队员在海拔 2000 米
的山巅和滑雪场开展
消防安全巡查。
（通讯员 汉江
宣 摄）

22月月99日日，，
武警湖北总队武警湖北总队

宜昌支队巡逻组宜昌支队巡逻组
官兵正在三峡大坝官兵正在三峡大坝

巡逻巡逻。。（（视界网视界网 谢定谢定
安安 狄聚宁狄聚宁 摄摄））

2月9日，武汉客运段武汉南
线动车组车间备班室里，乘

务员和乘警一起吃团年
饭。（湖北日报全媒记

者 魏铼 通讯员 孙
畅 周海博 摄）

2 月 7 日，
武汉果蔬大市

场，商户正在忙着
为客户备货。（湖北日

报全媒记者 朱熙勇 摄）

2月9日，农历大年三十。
当天14时许，车刚到十堰

市郧阳区城关镇翻山堰村村口，
只见公路边已挂满红灯笼，锣鼓
喧天声中，两条金色长龙飞舞，
国家级非遗凤凰灯舞上下翻腾，
一派龙凤呈祥景象中，3000多
名村民喜迎农历龙年。

村民们一路追着龙、凤，跨
过拱形门，来到翻山堰村农耕民
俗文化馆，院子里已是人挤人。
舞台一侧，只见开场舞《红红火
火过大年》的演员们，身着红色
演出服、手拿彩扇，趁着上台前
练习舞蹈动作。

“我们一家人都回来了，就
想看看我们村民自己的‘村
晚’。”贾斯炜老家在城关镇响耳
河村，紧邻翻山堰村，是专程从
十堰城区赶回来的。

“村晚”现场，花灯、舞龙、划旱
船、郧阳三句半、秧歌等民俗节目，
舞蹈、歌曲、架子鼓、唢呐等多种表
演形式，轮番上演，让人目不暇接。

动感十足的“科目三”《一笑
江湖》之后，便是当地民俗节目
《划旱船》。

“姑娘们，开船了！”随着吆
喝、鼓声响起，在身穿黄色服装、
手拿竹篙的白髯“太公”刘乾林
划行引领下，6位“丫鬟”随着坐
船人翩翩起舞，前进、后退、颠簸
……犹如水上行船一般。紧随
其后的是一位身着绿衣的女子，
手拿花扇，随着节拍扭着秧歌。
到精彩处，观众“啪啪啪”地鼓起
掌，和着“好好好”的喝彩声。

今年62岁的刘乾林，是土
生土长的翻山堰村人，曾当过
10年村党支部书记。2002年，
他成为村里旱船队队长。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村
子变化太大了。”刘乾林说，正如

郧阳三句半节目《大美翻山堰》
中所唱：“村上梯田一片片，到处
是水果采摘园，还有我们的榨油
站，挣钱……”

翻山堰村位于郧阳区城关
镇西北部，距离城区15公里，户
籍人口1863人，常住人口500
余人，大多数是老人、小孩。该
村坚持“文旅农”三产融合，突出
发展“一篮果、一滴油、一壶酒、
一棚菇、一树花”，把村庄当景区
建。2023年，该村成为十堰市

“A级景区乡村振兴示范村”。
“乡村振兴不仅要有一定的

物质基础，还要能丰富老百姓的
精神文化生活。”翻山堰村党支
部书记朱强说，中国人重过年、
盼团圆，每到过年，大家不远万
里都要赶回家，为的就是“家”这
一精神支柱。

近年来，翻山堰村“两委”结
合当地特色和传统，组建集老中
青少为一体，达37人的旱船队、
26人的秧歌队。逢年过节，这些
来自群众的文化队伍，自编自导
自演，走家串户，倡导乡风文明。

“没有‘村晚’的话，就在家
刷手机。”在郧阳城上班的王运
娟，满脸通红地从舞台上走下
来，她刚为乡亲们唱了一首《快
乐老家》。她说：“和乡亲们一起
过大年，是大团年，热闹……”

王运娟话还没说完，秧歌
声、唢呐声又起……村民们早已
徜徉在“村晚”欢乐的海洋中。

“今天没白回来，和乡亲们
一起过年，说的每一句话，唱的
每一句歌，都那么亲切，心里暖
暖的。”贾斯炜说。

这边的“村晚”还未结束，翻
山堰村“山那边别院”已忙碌起
来，晚上，那里还要举办首届“乡
村音乐节”篝火晚会呢。

山乡“村晚”欢乐多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许应锋 余宽宏 通讯员 李尚菲 张建波

2月 7日下午，6台大巴车
驶入武汉市东湖中学，200余名
新疆班学生在老师指导下有序
上车，奔赴他们的团年饭。

对于大多数新疆班的学生
来说，回家探亲路途遥远，有的
单程要耗时一周，在外地过年，
就成为他们春节的常态。

为了让新疆学生感受节日
气息，东湖中学每年都会为他
们准备惊喜。近年来，学校组
织他们到东湖逛灯会、游览绿
道、看贺岁片、参观博物馆等，
还购置了专用烧烤设备，一次
可烤制120余串羊肉串。

龙年春节前，雨雪冰冻天
气导致校内部分树木断枝倾
倒，一度引发短暂停电。武昌
区消防、园林、供电等部门单位
纷纷出动，到校进行应急处置，
以保障学生们平安过节。

“学校问我们想怎么过节，
我们提出要吃烤全羊，学校很快
就同意了。”17时左右，车子停靠
在草原印象烤全羊营地，高二
（9）班学生池娜尔兴奋地说。

一个个温暖的蒙古包虚位
以待，学生们鱼贯而入。羊肉在
烤架上翻滚，发出嗞嗞的响声，
旁边早已备好的馕饼，香气扑面
而来。营地现场，学生们或是结
伴举起红色长龙舞动全场，或是
提着灯笼、中国结拍照，或是燃
放烟花，玩得不亦乐乎。

18时30分，学生们品尝烤
全羊时，武昌区政府、教育局以
及区委统战部相关领导推门进

来。“孩子们，过个好年！”“赶紧
吃，多吃点！”“希望大家都考上
理想的学校！”一声声祝福中，
他们将红包递到每个孩子手
中。

饭后，熊熊燃起的篝火旁，
学生们翩翩起舞。他们用时而
热情飘逸，时而现代动感的舞
姿，传达着汉疆两地独特的文
化交融。高三学生祖莱丽翻跳
的一支劲曲引来全场喝彩，她
说：“饭后一起跳舞，让我像回
到家里一样。武汉是我离开新
疆来的第一座城市，是我的第
二故乡，不能回家，在这里同样
温暖！”

同一天，学校还组织了两名
新疆学生随同班同学前往蕲春，
沉浸式体验湖北农村年味。生
土灶、拔萝卜、收红包、放烟花、
贴春联……在蕲春，新疆学生马
子涵感触良多，“湖北的农村环
境幽静，一家子人聚在一起吃年
饭，聊的是人生，吃的是亲情，我
找到了家的感觉。”

亲戚越走越近，朋友越交
越深。东湖中学副校长郑威介
绍，春节期间，学校还安排了

“新春访汉家”活动，由代理家
长带新疆学生回武汉的家过
年，感受家庭温暖和节日氛围。

据了解，2011年起，东湖中
学迎来第一批新疆班的学生，
截至目前，先后有700余名新疆
学生从这所高中毕业。13年
来，东湖中学新疆班学生屡屡
创下优异成绩。

沉浸式体验湖北年味——

200余名新疆学生留汉不“留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倩倩 通讯员 向勇 白龙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