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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小山村的“天地”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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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往年春运不同，今年春运
叠加疫情防控压力，能否安全到
家牵动着返乡人的心。归乡途中
如何做好防控？回家路安全顺畅
吗？笔者日前奔赴火车站、机场、
高速公路收费站，带你感受今年
的春运。

镜头一 北京西站，“一米
线”卡控“严”

春运开始后，北京西站进出
站的旅客并不多。在进站大厅，旅
客按照“一米线”间隔排队，依次
通过测温后，有序进站。

“往年是抢着时间进站，今年
是‘抢着’做好防护，在戴好口罩
之外，我还随身携带了备用口罩、
消毒纸巾等，让病毒‘无机可
乘’。”北京某大学大三学生张一
嵩说。

北京西站客运车间业务指导
王琳娜说，做好疫情防控是今年
春运工作的“重中之重”。进站口、
安检口以及验证验票口是旅客容
易聚集的地方，对此，北京西站严
格“一米线”卡控，实行“专人专
盯”，引导旅客间保持安全距离。

进入候车厅，笔者明显感觉

到空气的流动。王琳娜说，现在车
站每天加大开窗通风的频次，保
证候车室空气的清新，并定时进
行全面消毒。

除了做好防疫，消防工作也
至关重要。北京西站地区消防员
分班组24小时不间断巡逻，为旅
客平安回家保驾护航。

镜头二 哈尔滨太平机
场，防疫抗寒两手抓

年关将近，哈尔滨太平机场
内难寻往年的繁忙。

排队、脱帽测温、查验“龙江
健康码”和“通信大数据行程卡”，
不到三分钟，孙泽就顺利进入航
站楼。快两年没回成都老家的她，
为这次返乡做足了准备：全程戴
着口罩，在手机APP上自助值机，
提前填好健康码。

“之前还担心机场人多，有传
染风险，现在看到这么多消毒人
员，还提供消毒液、口罩，心里踏
实很多。”孙泽说。

据机场有关负责人介绍，春
运期间，国内航站楼每天进行三
次全面预防性消杀，其中旅客高
频接触的座椅、电梯按钮、自助服

务设备等设施每两小时消毒一
次；航站楼内采用全新风模式。此
外，针对中高风险地区进港航班，
设置专用摆渡车、专用通道、专用
提取行李转盘等，实施“一航班一
消毒”。

“极寒天气下，飞机故障率升
高，时刻得绷紧安全弦。”哈尔滨
太平机场机务保障部维修队整机
放行工程师张岩说，机场启动了
相关预案，加强飞机除冰保障作
业，强化人员和设施设备防寒保
暖，确保安全、平稳、有序运行。

镜头三 京哈高速白鹿收
费所，微笑服务“暖”

在京哈高速白鹿收费所的三
尺岗亭里，高速公路收费员方秋
子身体微微探出窗外，伸手示意
来往车辆停车缴费。她一边把零
钱和票据递出窗口，一边微笑着
问候，整套动作下来不超过8秒。

“微笑是最好的礼仪，也最能
感染别人，尤其在春运期间，一个
微笑往往能温暖旅客回家路。即
使戴着口罩，旅客也能从我们的
语气中感受到尊重和热情。”方秋
子眼里满是真诚。

受疫情影响，今年春运期间
京哈高速交通量有所下降，但疫
情防控压力仍然较大。

据北京首发集团京沈分公司
有关负责人介绍，春运期间，将
严格执行疫情防控消杀标准，落
实收费服务人员体温监测，在岗
期间全程佩戴口罩、一次性橡胶
手套，并做好应急预案，保障通
行顺畅。

“今年将继续做好文明服务
工作，积极展示‘秋子服务’品牌
形象，遇特殊情况，耐心为车主讲
解相关政策，做到微笑服务。”这
位负责人说。

“现在很多车主经过收费所
不再摇下车窗，我们接触的时间
更短了。但我还是会微笑、点头，
要让旅客时刻都能有家的温暖”。
方秋子说。

新闻多一点“减”“防”
“保”，确保疫情不因春运扩散

“今年的春运比较特殊，情况
比较复杂，形势也在不断变化。”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吴春耕
说，虽然春运客流量少了，但人员
流动较大，增加疫情传播风险。

为了做好春运与疫情防控相
关工作，交通运输部在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下成立了春运工作专
班，并印发了2021年综合运输春
运疫情防控总体工作方案。

吴春耕表示，下一步，交通运
输部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确保
疫情不因春运而扩散——

提倡“减”字，减少人员的流
动聚集，减少在途时间。完善运输
组织方案，优化运力调配，强化客
运场所、旅游景区景点、农村地区
等运力投放和应急调度，提高疏
运能力。

突出“防”字，严格做好交通
运输疫情防控。全面严格落实乘
客测温、查验健康码、全程佩戴口
罩、“一米线”、控制客运载客率等
防控措施，提高客运场站和交通
运输工具通风消毒频次。

做好“保”字，优化运输服务
保障路网畅通。优化路网运行服
务，印发指南，明确公路服务区和
收费站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关闭，
建立并且完善路网调度部、省、站
三级协调调度机制，加强路网运
行监测和分析研判，全力疏堵保
畅，提升车辆通行效率。
（新华社魏玉坤周圆刘夏村）

朱惠平家所在的甘肃省平
凉市泾川县王村镇朱家涧村曾
是深度贫困村，也是平凉市最后
脱贫的村子之一。2019年以前，
全村125户375人分散住在大山
深处十多个山头的窑洞里，自然
环境恶劣，生活十分困难。为帮
助村民摆脱贫困，当地政府将朱
家涧村列为整村搬迁对象，在王
村镇交通主干道旁选址修建了
朱家涧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
2019年，村民们搬进了新建成的
楼房小区，从崎岖山路的“天
上”，搬到了交通便捷的“地上”。

回想起从山上窑洞搬进山
下楼房的这段时间，朱惠平说自
家的生活像是从“地下一下到了
天上”。

“住在窑洞的时候，村里没
有公路只有土路，勉强能让驴车
或者三轮车通行，从家门口到最
近的公路都要走一个多小时。”
他回忆说。交通不便导致经济收
入很少，日子过得紧巴巴，“告别
窑洞，住进楼房，总感觉自己在
做梦一样，这是过去想都不敢想
的事。”朱惠平说。

为了确保群众搬得出、住得

稳、能致富，泾川县在天津市武
清区的对口帮扶下，建成日光温
室大棚13座，钢架大棚235座，
大力发展设施农业。针对朱家涧
村产业基础薄弱、群众发展能力
不足的情况，农业技术部门还专
门选派技术人员，长期驻村手把
手教村民种瓜种菜。

“我们家承包了1座日光温
室大棚和15座钢架大棚，在技
术人员的指导下，种了辣椒、西
红柿、菠菜、甜瓜等蔬果，销路不
用愁，现在家里一年的收入是以
前的三四倍。”朱惠平笑着说。

有了政府的扶持，加上不怕
苦肯钻研，朱惠平刚刚获得了泾
川县“2020年度种菜能手”的称
号。“全县212个村子评出10个
能手，他是我们村唯一一个。”村
委会副主任朱小平自豪地说。

孩子的教育问题也因为搬
迁得到了彻底解决。以前的朱家
涧村，教学条件差，留不住老师，
2011年的时候，村里的学校只
剩下4个学生。“那时候要是碰
上雨雪天，上学得带两双鞋，一
双旧的在路上穿，到了学校再换
双鞋。”朱惠平的女儿朱彤说。

“现在有公交车直接通到小
区门口，去县里的高中很方便，
放假回家也不用我爸来专门接
我了。”朱彤说。

新小区楼房里清澈的自来
水，是让朱惠平开心的另一件事。

“以前我们都是靠驴从附近的山
沟里驮水，一趟就是一个半小
时。”朱惠平说，“平时打一次水能
用两三天，要是逢年过节，一天就
得打一次。碰上下雨出不去，就只
能喝‘屋檐水’了。”而现在，打开
水龙头就能用自来水，彻底结束
了以前赶驴驮水的辛酸。

临近春节，朱惠平一家忙着
打扫房间，购置年货，忙碌而开
心。“今年我想把种植规模进一步
扩大，考个驾照之后再买辆车，这
样冬天送菜就不冷了。”朱惠平
说。“还希望儿子能尽快谈个对
象，女儿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朱
惠平的妻子李海玲接着说。

小山村从“天上”搬到了“地
上”，村民的生活则从“地上”飞
到了“天上”。朱家涧村翻天覆地
的变化，让这里的人们对未来充
满了希望。
（新华社陈斌冯亚松杜哲宇）

2月9日，山东省枣庄市公安局山亭分局食药环侦大队与市场监管部门联勤联动，对辖区集贸市场、物流、个体户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项
检查工作，消除食品安全隐患，全力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图为联合执法人员对辖区熟食经营摊点进行专项检查。 张雷 摄

4只秦岭大熊猫
“新生儿”顺利命名

新华社西安2月10日电（记
者 孙正好）记者10日从秦岭大熊
猫研究中心了解到，通过广泛征
集，中心2020年繁育的4只大熊
猫幼仔顺利起名，分别为秦韵、秦
秀、秦美、秦华，寓意中华祖脉，大
美秦岭，终南毓秀，国宝萌韵。

此次征名的4只秦岭大熊猫
宝宝分别是：大熊猫永永的雌性幼
仔，出生于2020年 8月 17日；大
熊猫秦秦的双胞胎雌性幼仔，出生
于2020年8月22日；大熊猫珠珠
的雄性幼仔，出生于2020年10月
11日。其中，永永幼仔的出生，标
志着秦岭大熊猫人工繁育种群迎
来“子三代”时代，秦岭大熊猫家族
实现了“四世同堂”。

此次征名活动，社会各界广泛
参与，起名丰富多样，很多都蕴含
着秦岭元素、家国元素，如秀美秦
岭、国泰民安、抗疫必胜等。经过认
真挑选，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确定
4 只大熊猫宝宝的名字为：秦韵
（永永幼仔）、秦秀（秦秦双胞胎老
大）、秦美（秦秦双胞胎老二）、秦华
（珠珠幼仔）。

2020年，秦岭大熊猫研究中
心共繁育大熊猫3胎4仔，目前圈
养大熊猫种群数量已达32只。

新华社昆明2月10
日电（记者 严勇）动物搏
斗场面铜贮贝器、饰五
牛铜线盒、剽牛祭祀铜
扣饰……2月9日起，以
牛为主要元素的“似水
‘牛’年”——2021辛丑
新春牛文化特展在云南
省博物馆展出，以此展现
云南独具特色的牛文化。

本次展览为期两个
月，突出“牛”元素，分为

“青史‘牛’名”、“源远
‘牛’长”和“‘犇’流不息”
三个部分，通过展出的
100余件（套）文物，从自
然、历史、文物、民俗等方
面，讲述人们关于牛习以
为常或不为人知的故事
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

展品中，一件名为
“动物搏斗场面铜贮贝
器”的古滇文物格外引
人注意。滇人艺术家用
猴与鸟的造型生动巧妙
地渲染出牛虎搏斗的紧
张气氛，定格住远古丛

林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幕。“搏斗过
程中，牛明显占了上风。”有不少观
众感叹。

云南省博物馆展览部主任何卫
明介绍，在云南，无论是神秘辉煌的
古滇国，还是异彩纷呈的少数民族，
都孕育了独具特色的牛文化，这是
牛与人的关系在时空上的呈现，也
是牛的特征和人的思想的结合。

新华社北京2月
9日电（记者 余俊杰）
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咨
询委员会秘书处挂牌
仪式9日在京举行，标
志国家文化公园专家
咨询委员会正式组
建，国家文化公园工
作机制建设开启新的
阶段。

国家文化公园是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文化发展特别
是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重要指示精神，国家
推进实施的重大文化
工程。成立专家咨询
委员会，是贯彻落实
中办、国办《长城、大
运河、长征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方案》的重
要举措。

据介绍，专家咨
询委员会受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
组及其办公室的领导
和协调，积极完成交
办任务、委托事项，为
领导小组及相关方面
提供决策咨询、政策
建议，研究建立国家
文化公园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评议各地报审的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及相关材
料，积极推动国家文化公园及其建
设工作的宣传介绍、说明展示，开
拓性建设、引领性发展。

据悉，专家咨询委员会内设长
城、大运河、长征专家组，分别对接
服务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下一步还将根据工作需
要设置黄河专家组。此次入选的委
员涵盖了历史、文化、旅游、文物、
规划、艺术管理、科技、生态等领域
的知名专家学者和专业管理人员。
经中央相关部门和地方推荐，并严
格筛选、审核，81名专家学者正式
入选专家咨询委员会。

专家咨询委员会秘书处设在
中国艺术研究院，承担委员会的日
常运作、协调服务和组织管理。专
家咨询委员会将创新工作方式，搭
建沟通桥梁，凝聚专家智慧，组织
委员积极建言献策、身体力行参与
各项任务，为加快推进国家文化公
园建设贡献专家力量。

我国东南沿海水域
最大海事巡航救助
船“海巡06”轮下水

新华社北京 2 月 9 日电（记
者 魏玉坤）记者 9日从交通运输
部获悉，5000吨级大型海事巡航
救助船“海巡 06”轮日前在武昌
船舶重工集团双柳造船基地正式
下水，该轮列编后将成为驻守我
国东南沿海水域的最大海事巡航
救助船。

据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介
绍，“海巡06”轮总长128.6 米，型
宽16米，型深7.9米，设计排水量
5560吨，设计航速20节，具备无限
航区航行能力，续航里程 1 万海
里，在没有外界补给的情况下能在
海上巡航执法60天。该轮于2019
年5月开工建造，预计今年底列编
福建海事局，执行水上交通巡航监
管、应急救援等任务，并根据调派
参与全国海事监管、应急处置和国
际海事交流合作。

据介绍，“海巡06”轮具备海上
交通安全态势监测预警和信息处
理能力，同时还配备有救援搭载
200名落水人员及简易医疗处理、
中型直升机着舰、对外消防和溢油
处置等综合应急系统。该轮可以在
12级风、9级海况下进行跨海区巡
航；在11级风、7级海况下可以完
成海事执法取证和指挥；在 7 级
风、5级海况下，能够起降直升机或
通过救生吊篮、救生攀爬网等方式
实施人命救助。

这位负责人表示，该轮投入使
用后，将有效提升东南沿海水域水
上交通动态管控和应急保障水平，
将在保障海上交通安全、保护海洋
环境、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以及促进
海峡两岸交流交往等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

清晨 5 点，48 岁的朱惠

平准时起床洗漱。十几分钟

后，他骑上装满蔬菜的电动

三轮车，去往县城为几家超

市送菜。而在一年多前，从家

门口到最近的公路，也需要

长达一个多小时。这样的变

化，要从 2019 年 7 月他的一

次“搬家”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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