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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背后的特别春运

塞上“五牛图”绘就乡村振兴新气象
牛马年，好耕田。牛年春节，

唐代画家韩滉的传世名作《五牛
图》再受关注，画中各具状貌、形
神兼备的五头牛，为辛丑牛年春
节增添了浓浓年味。新春之际，
行走在素有“塞上江南”之称的
宁夏，笔者发现了一幅别样的

“五牛图”。
虽然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

宁夏”之说，但在很长一段时间
里，这种“富”只不过是维持一种
温饱型的低生活水平。2020 年
底，宁夏全域历史性告别绝对贫
困，让人对牛年有了更多新期待。
这幅各族干部群众齐心描绘的塞
上“五牛图”，既是脱贫攻坚的新
注脚，更是乡村振兴的活力展现。

“家牛”棚里有牛心不
慌，红火日子“犇起来”

“万元，你现在一年收入能过
10万元吧？”到兰万元家牛棚里看
过的人常会这样问，他的回答也
很直接：“能成！”牛棚里膘肥体壮
的20多头牛，是他答话的底气。

兰万元生活的固原市隆德县
杨河乡串河村位于宁夏西海固地

区，名叫“万元”的他，2014年被
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帮扶干
部鼓励他养牛，在系列扶贫政策
支持下，他不仅靠养牛脱了贫，盖
了新房，还供出两个大学生。

如今在宁夏，一户人家养十
几头牛，年收入数万元再不是稀
罕事，房前屋后的牛棚，正成为兰
万元们的增收“利器”。

“园牛”买来肉牛园区
养，分红务工两不误

“李海东合作社74万8861元，
任伍合作社63万3392元……”春
节前，弘德村党支部书记任军正
宣布15个合作社2020年的分红
情况。

弘德村，地处我国最大易地
生态移民安置区宁夏吴忠市红寺
堡区。为了让大家搬得出、稳得
住、逐步能致富，2018年，依靠帮
扶资金和政策，弘德村建设了肉
牛养殖园区，农户通过自筹和贷
款资金入股，即可成为养牛合作
社“股东”。合作社集中负责养殖、
防疫和销售，既有助于降低养殖
门槛，又能让村民安心外出务工。

如今，合作社入股群众从33
户增至520余户，弘德村将15个
养殖专业合作社组建成1个联合
社，联合社 2020 年净利润超过
1000万元。养牛是个技术活，宁
夏红寺堡、同心县等地探索出的
这种托管养牛模式，有效破解了
贫困群众养殖难题。

“行牛”“母牛银行”可借
贷，产业发展“滚雪球”

华润海原草畜一体化养殖基
地里，近8000头西门塔尔肉牛或
站或卧，悠闲自在。与一般养殖场
依靠自繁自育扩大养殖规模不
同，这里的牛大多来自中卫市海
原县养殖户的牛棚。

“集团采用‘基础母牛银行’模
式扶贫，先将基础母牛赊销给农
户，新繁育的母牛犊他们自行保
留，以扩大养殖规模，公牛犊喂养
8至12个月回销给集团，用来抵顶
赊销款，实现双赢。”海原华润农业
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侯永强说，
这种模式让海原县肉牛养殖规模
在5年内几乎翻了一番。

近年来，宁夏鼓励各类市场

主体创新模式壮大农业特色产
业，既解决了农户无启动资金的
难题，也让企业有了稳定牛源的

“基础母牛银行”成为产业发展的
“加速器”。

“奶牛”家住“黄金奶源
带”，高质量发展走在前

在宁夏银川市贺兰中地生态
牧场有限公司挤奶大厅里，数千
头“训练有素”的奶牛排队走上两
个重型转盘式挤奶机，几名工人
只需在一旁完成套挤奶杯的工
作，几分钟到十几分钟内，机器便
会完成挤奶。

宁夏地处业界公认的“黄金
奶源带”，经过近40年的发展，当
地奶牛规模化养殖率已达98%以
上。得益于此，现代化的养殖技
术、设备和管理模式等在宁夏迅
速推广普及。如今，当地规模化养
殖场的奶牛良种率、机械挤奶率、
青贮饲喂率等关键指标均达
100% ，成 母 牛 年 均 单 产 突 破
9000公斤，生产效益大幅提升。

现代化养殖方式的全面推广
使宁夏牛奶的乳蛋白率、乳脂率、

体细胞数等几十项指标走在全国
前列，这里也因此被诸多国内龙
头乳企视为高端奶源地。

“铁牛”拖拉机装“天
眼”，农机具更“智慧”

如今，“自己会认路”的农机具
在宁夏并不鲜见。宁夏吴忠市伊禾
农机作业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谭
振龙说，这些配有北斗导航设备的
农机，相当于有“天眼”指路，间作
套种时作物的行宽可以精确到厘
米，能够最大化利用土地和光热资
源。得益于此，他种的小麦亩均增
收超过10%，半亩地种出的茄子
顶过去7分地的产量。

今日之宁夏，“二牛抬杠”式
的耕作方式已成历史，以“铁牛”
为主力的现代化耕作方式已是主
流。同时，越来越多的“智慧”农机
具和各种新型农业技术也应用在
生产中。截至2020年底，宁夏主
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
达80%，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60%，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正为
乡村振兴提供强大动能。

（新华社何晨阳靳赫）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2021
年的春运客流减了很多，车厢空
了很多，安全保障却强了很多。
一组组特殊的数据，透露出这个
特别的春运里“安全”二字的分
量和背后的故事。

——智能测温7.53亿人次，
“无感”让旅客有更好的体验感。

作为春运中疫情防控的重
点，高铁站的体温检测是其中一
道重要防线。然而在广州南站，
进出站的旅客若不是专门留意，
便几乎感受不到体温检测环节
所在。

广州南站党委副书记王展
新说，即使受到疫情影响，车站
每天到发客流也有几十万人次，
为避免因为体温检测造成人员
拥堵，车站在进出站通道安装了
100台智能体温检测系统。旅客
不需要停留，正常从进出通道走
过就能检测体温。

据广铁集团介绍，今年该集
团一共在车站配备431套红外
线智能体温检测系统，旅客在设
备8米内都能精准测出体温。截
至目前，已累计检测旅客体温
7.53亿人次。

——用掉14.5万瓶消毒液，
每日消毒55万平方米，让回家
的人有干净的车站。

在广州南站，每天深夜 23
时 30分，负责疫情防控工作的
客运值班员司淋涛准点开始“清
场”。近7万平方米的广州南站
候车室内，地板、座椅、电梯等每
一个需要消毒的角落都必须认
真进行消杀。全站消毒作业完毕
时，已是凌晨5时。

日常站车消毒是铁路防疫
的重要环节。为把车站、车厢中
的每块地盘“清干净”，广铁集团
增派1000名党员骨干、业务骨
干，组建消杀突击队、小分队，每
日对车站、线上运行列车进行消
毒清洁。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
广东各车站已用掉14.5万瓶消
毒液，每日消杀动车310组，消
杀车站面积约55万平方米。

——每日清洗空调滤网420
片，负重30斤步行十几公里，让
旅客有一趟空气清新的列车。

“客流虽然少了，但我们的
高铁消毒、检修、保养工作，一样
也马虎不得。”大年初四，广州动

车段广州东运用所检修班工班
长尹达宇在当晚开工会上叮嘱
工友。

动车组列车的消毒通风，
是列车运行中防疫的关键。动
车组车厢内是一个密闭结构，
内部的空气需靠空调系统来
完成。疫情发生后，铁路部门
对所有动车组列车，最大限度
增加新风供应量，各车厢每隔
5 分钟至 10 分钟就完成一次
新风换气。

加大空调滤网的消毒清洗
和更换频次，是确保通风系统
运转良好的关键。一组动车组
要完成所有滤网的拆除、清洗、
浸泡消毒、烘干和安装，需要近
3个小时的时间。春运以来，尹
达宇和工友们每天要清洗空调
滤网420片。

从去年疫情发生以来，尹
达宇和他的消毒小组不仅每
晚要背着 30 斤重的消毒桶步
行十几公里对动车组消毒，还
要组织开展当晚的动车组检
修工作。

——266 台免费自助口罩
机，有安全更有温暖。

2月 8日，来自四川南充的
王丽带着公司发的年货和一大
袋新鲜水果准备从广州火车站
乘火车回家，在人脸识别进站
时，不小心将口罩掉在了地上。
因为临走匆忙只带了一个口罩，
虽然觉得有点脏，王丽也只能将
口罩捡起来，擦擦上面的灰尘，
准备继续使用。

旁边看见这一幕的客运员
黄山说：“口罩掉地上最好不要
用，那边有免费赠送口罩的机
子，赶紧取一个戴上。”

王丽按照口罩提取机上的
提示操作，一个带有独立包装的
一次性医用口罩从机器中“吐”
了出来。

“独立包装的，还免费，真
好。谢谢你啊！”王丽一边戴口罩
一边对黄山说。

为给有需要的旅客提供帮
助，广铁集团在116个车站安装
了266台扫码自助取口罩机，广
州火车站安装了6台。忘记戴口
罩或口罩损坏的旅客可凭手机
免费领取，每部手机每天可获赠
一只口罩。

（新华社吴涛）

安徽省合肥市于春节期间启动了“惠民菜篮子”工程，各大商超粮油果蔬等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市场供销两旺。图为2月16日，市民在
合肥市高新区一家超市内购买新鲜蔬菜。 方好 摄

吉林白城：
采摘园里春意浓
直播带货销路宽

新华社长春2月17日电（记者
李双溪）“老铁们，快看看咱们新下来
的小柿子和草莓，老好吃了！”在吉林
省白城市洮北区德顺蒙古族乡洮河
村鹏吉采摘园的温室大棚里，村民在
手机前直播着丰收的喜悦。为了进
一步拓宽果蔬销售渠道，和泥土打
交道的农民，如今也站在了镜头
前，干起了直播带货的“新农活”。

采摘园负责人闫鹏飞介绍，鹏
吉采摘园作为德顺蒙古族乡出资
设立的扶贫产业项目，2020 年 1
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占地面积2.6
万平方米。草莓、柿子种植采用无
土栽培，棚内的全自动温控管理可
保持棚内充足的光照和适宜的温
度，各类果蔬的产量较高。

“采摘园内共8栋大棚，每栋
大棚可采摘柿子7000斤至 8000
斤，年收益超过20余万元。随着采
摘园的发展，也带动周边的村民增
收，还解决了部分村民的就业问
题。”闫鹏飞说。

洮河村村民耿丽杰说：“到采摘
园干活后，月收入2000多元，不出村
就能打工，没过正月就开始赚钱。”

新华社杭州2
月 18 日电（记 者
李平）为支持企业
复工复产，浙江省
绍兴市 2 月 20 日
至24日期间，将集
中 接 返 贵 州 、四
川、湖南、河南和
安徽五省部分务
工人员，目前已有
2000 余名务工人
员报名乘坐相关
高铁返绍务工。

绍兴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通
过比对社保数据库
参保信息，他们发
现贵州、四川、湖
南、河南和安徽五
省在绍兴的参保人

数最多，同时也是去年就业返岗专
列开行的主要方向。结合前期流动
人口数据，最终选定了这五个省作
为开行专列的主要方向。

该负责人表示，为支持企业接
员工返岗和介绍更多新员工到绍
就业，绍兴市今年将在开行免费就
业返岗专列基础上，鼓励企业自行
组织外地员工返绍到岗，并给予企
业最高500元/人的返岗补贴；对
新引进职工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
超过3个月的人力资源机构，也将
按每人500元标准进行奖补。

据相关统计，今年春节期间外
来务工人员留绍率超过40%，较
往年有了明显提高。

本报讯（记
者 李林晅）2月18
日，记者从成都文
广旅局了解到，今
年春节假期，四川
成都旅游接待总
人数 1447.6 万人
次，旅游总收入
127.6 亿元。纳入
统计的A级旅游
景区共接待游客
501.9 万人次。全
市文化馆、图书馆
和博物馆等文化
场所共吸引线下
市民游客111.2万
人次。

今 年 春 节 ，
为积极响应就地
过年的号召，成
都在保证疫情防
控和安全生产的
前提下，推出各
类精彩的线上线
下活动丰富市民
的假日生活。乡
村 田 园 民 宿 之
旅、文艺林盘乡
村之旅、向往绿
意乡村之旅等乡
村主题精品旅游线路，川西民俗
巡游、川剧表演等活动，“雪山下
狂欢·公园里过年”绿道新春狂
欢季系列活动等让市民尽享欢
乐时光。

此外，记者了解到，文化惠民
活动丰富、文化年味浓厚已成为今
年成都春节假日的亮点。1056场

“成都文化四季风·民俗闹春”群
众文化活动暨“千龙千狮闹新春”
网络展演活动等各级新春群众文
化活动惠及市民游客超 281.2 万
人次；“夜游锦江”等点亮锦江春
节系列活动共接待游客近 19 万
人次。各大文博单位推出的“列备
五都——秦汉时期的中国都市”
展、“玉汝于成——潘玉良的艺术
人生”特展、“重生绽放——金沙
遗址发现20周年纪念展”等更是
让市民充分感受到了文化艺术的
魅力。

(上接1版)

“继续贡献光和热”

春节期间人口流动量增加，疫
情防控工作更是不能松懈，因此，
有不少志愿者在春节期间投身防
疫志愿服务，退役军人孙万红就是
其中一员。

二十多年的军旅生涯教会孙
万红看重责任与担当，也塑造了他
不惧困难、冲锋在前的性格。孙万
红所在的青海省退役军人志愿者
服务队负责西宁市城中区6个社
区的消毒工作，社区需早晚各消毒
一次，志愿者也分成了早、晚班轮
流值守。1月28日开始消毒工作的
当天，孙万红就第一时间申请了早
班的工作，每天早上7点，他早早
地整装出门，在社区装备好消毒工
具后，便开始了当天的消毒工作。
消毒工作的重点是公共区域，需要
长时间待在户外，而冬天的寒风刮
在脸上如刀划一样疼，不一会儿，
孙万红的耳朵已经冻得通红。尽管
西宁属于低风险区，但孙万红丝毫
没有松懈，每一个角落他都仔细消
毒，等他走出第一个小区时，额头
上已沁出了汗珠。

随着天色变亮，街头巷尾都逐
渐热闹了起来，上班、买菜、晨练
的居民们陆陆续续地走出了家
门。居民们对孙万红很熟悉，大家
热情地同他打着招呼，孙万红一
边笑着回应，一边简单地叮嘱几
句防疫知识。

等孙万红完成当天早班的全
部消毒工作时，已经临近中午，离
开小区时，社区居民张奶奶塞给他
一个大苹果，笑着说：“小孙辛苦
啦，张姨给你洗了苹果，拿着吃，希
望你平平安安。”孙万红看着手里
的苹果，心里流淌着暖意。“我穿了
二十多年的军装，为人民服务已经
刻在了我的骨子里，如今脱下军
装，我也要保持军人本色，继续为
人民服务，继续贡献光和热。”孙万
红坚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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