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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井 5

老百姓的暖心人

刘金梅是呼和浩特市公安局赛罕区分局金

桥派出所的一名普通民警，她把“管区”当作“战

场”，把群众当作家人，被亲切地称为“老百姓的

暖心人”。

“我是党员，我先上！”去年抗击疫情期间，刘

金梅始终冲在前、干在前，连续51天吃住在单位，

以“所”为“家”，坚守在一线。期间，一名外国籍男

子来呼和浩特市探亲，拒绝集中隔离。刘金梅耐

心细致地给他做了3个小时的工作，但他表面同

意到隔离点进行隔离，实则悄悄预定夜里返回巴

基斯坦的机票，并乔装打扮后赶往机场。得知此

消息后，已经连续工作多日的刘金梅火速赶到机

场，已经熬红的双眼紧盯进站大门，凭借职业敏

感性，通过身材、动作观察，一眼认出戴着口罩、

换了行头的这名男子，并成功劝说其回到酒店进

行隔离。忙碌过后，刘金梅回到单位稍作休息，警

情又来了，同样还是入境人员不配合隔离。于是

踏着晨曦，她又出现在社区防控的“战场”上。

刘金梅坚持以“抓管控，强服务”为出发点，

建立社区居民联系微信群，每天发送疫情防控小

提醒，及时解答群众关心的各类问题，化解群众

的恐惧感和紧张感；她积极挖掘大数据平台，创

新“一标三实”信息采录入方法，数据采集录入率

高达99%，这在社区疫情防控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此外，她还建立了社区群众与管区民警“联通连

心、联管连服”的警务服务联系卡。据统计，刘金

梅共发放宣传单 3000 余份，微信群提醒信息近

1200 条，底数摸排 8900 余人，押送被拘留人员 3

名，亲自护送隔离人员39名，以责任和担当筑起

疫情防控堤坝。此外，在常态化防控工作中，刘金

梅勤恳工作，只要有时间就走进社区，与群众共

同清理楼道垃圾，进行日常消防安全检查，确保

不发生影响群众生活的安全事件；强化反电诈等

新型犯罪的宣传，及时将各类电诈犯罪类型和典

型案例发送给辖区群众，确保群众财产安全；注

重日常矛盾隐患排查，及时化解辖区群众矛盾纠

纷，和谐邻里关系。

文/北方新报正北方网首席记者 刘晓君

连日来，内蒙古电网“西电东送”第

一座自主产权500千伏变电站——内蒙

古超高压供电局永圣域变电站，智能机

器人小勇逡巡在变压器间。小勇通体白

色，有着拟人化的外形，头部有眼睛、耳

朵，躯体靠“脖子”云台与之连接，脚部

为两组大小不同的轮子。小勇的两只眼

睛分别是黑白两色，白色的眼睛是普通

可视光，黑色的眼睛是红外线。一只眼

睛检测设备隐患，一只眼睛探测导线接

头是否温度过高，若存在问题小勇会第

一时间通过系统向管理员发出警报。

随着春天的来临，为保障人民生产

生活的用电正常，全区电力工人纷纷走

上田间地头、山间树林，开展电力春季

安全大检查行动。与往年不同的是，随

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

的科技元素融入到电力春季安全大检

查中，电力工人不再仅仅因检查隐患而

爬上几十米的高空，电力巡检无人机会

飞上天空替他们查看；以前，升压站一

个内部开关短路的小故障，就得让他们

在寒风中抢修五天五夜，如今，智能红

外测温仪和智能远程应急平台配合工

作，不但能防患于未然，也会在问题发

生的第一时间，帮助电力工人找到问题

所在，有的放矢进行修理。“饿了吃点面

包，水喝完了，找不到附近的村庄就到

附近河床里敲点冰放在嘴里。”内蒙古

超高压供电局集宁输电管理处的刘文

恒曾这样描述输电线路工人的日常生

活。如今，这样的生活已经大为改善，科

技让运维人员可以足不出户，就能了解

到隐患和问题的所在。

当然，具体的隐患排除和问题解决，

仍然需要人工操作。此时，他们就需要背

上几十斤重的设备，跋山涉水、顶风冒雪

走到发生问题的设备处操作，有时需要在

零下20摄氏度的寒夜里检修，甚至冒着

生命危险爬上几十米的高空处理隐患。

文·摄影/北方新报正北方网首席记

者 王树天

智能化助力春查

3月14日，内蒙古高路公司巴彦淖

尔分公司公庙子高速收费所院落外的

农田里不明原因突然干草起火，起火点

紧靠收费所院落外围栅栏。由于当时风

势大伴有扬尘，火借风势，不断扩大并

冒出滚滚浓烟，情况十分紧急。

当日 22 时 30 分左右，收费所当班

人员发现火情后，立即上报监控和值班

所长。值班所长赶到现场查看，立即启

动防火应急预案，一方面安排监控人员

紧急报警，并逐级上报分公司并时时跟

进应急处置进展情况；另一方面安排在

所职工接通水泵对院落北面围栏附近

的杂草进行浇灌，设置临时防火墙，防

止火势向院内扩散蔓延。同时，在着火

现场，值班所长带领两组人员实施扑

救，一组在起火点外围取土堆起隔离

带，防止火势继续蔓延；另一组负责从

外围打水灭火。待消防人员到达现场

后，立即进行沟通，积极配合做好灭火

措施。经收费所工作人员和消防员3个

多小时的奋力扑救，周围的火情被成功

扑灭。

文/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白忠义

高速收费站附近突然起火……

一颗西瓜摆在面前，

杨春梅手边准备了一大一

小两把水果刀，稍作思量，

雕刻就开始了。先是一粒

实心圆刻在西瓜居中偏上

的位置，这是将要雕刻的

牡丹花的花心，找准了花

心的位置，接下来的雕刻

就围着它展开。一瓣一瓣

的花瓣，在手腕巧妙的轻

重转换中片片呈现。白色

的底色下透出粉红，花朵

的韵味就出来了。

没有提前做任何的勾

画，所有花朵、枝蔓、叶子

的形象，都在脑子里设计

和想象，然后随着手中刀

尖的深浅，看似随意却整

齐生动地雕刻出来，这是

杨春梅雕瓜的奇妙之处。

两个多小时后，两朵枝蔓

缠绕、鲜艳欲滴的牡丹花

就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一颗

西瓜上，令人赞叹。更让人

称奇的是，这么美妙的作

品出自一位完全没有学过

雕刻的农妇之手。

杨春梅是呼和浩特市

土左旗西甲兰营村农民，

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的

她，可是远近闻名的巧手

能人。从小就剪得一手好

窗花，晋剧也唱得好。两年

前，她在手机上看到雕刻

西瓜的视频，一下子就被

迷住了。在没有任何教程

和指导的情况下，就靠着

网上的视频和图片，杨春

梅开始自学瓜雕。在一刀

一刀的实践中，杨春梅逐

渐把握住西瓜上雕刻的手

劲儿，30 年剪纸的功底也

让她在构图和雕刻上得心

应手。

两年多的练习中，杨

春梅的技艺越来越熟练，

她能在西瓜上雕出惟妙惟

肖的花草、动物、人物。瓜

雕需要耐心和细心，一刀

不慎就可能毁掉整个作

品，所以对经验和技巧的

要求很高，而看杨春梅的

雕刻则是行云流水、游刃

有余。杨春梅说，要雕的形

象都在心里呢，全神贯注

心无旁骛的雕刻，是很享

受的过程。

杨春梅告诉记者，自

己出生在托县的一个小农

村，家里兄弟姐妹5人，因

为家庭贫困，她小学二年

级就辍学了，这是自己最

遗憾的事情。从小杨春梅

就是个巧手的人，十几岁

时看到长辈剪窗花，她就

拿着剪子跟着学，那时候

没有红纸，她就用爷爷烟

盒的包装纸，很快也能剪

得有模有样。

剪纸这项爱好，杨春

梅坚持了 20 多年。嫁到土

左旗后，杨春梅还推着自

行车走乡串户，在过年过

节时售卖自己的剪纸作

品，一幅窗花才几毛钱，乡

亲们都喜欢她的剪纸，她

就一直坚持剪下去。后来，

杨春梅的手艺越来越精

湛，结婚要用的龙凤呈祥

和小孩圆锁时用的大段文

字的大型剪纸，她也能剪

的很好。当时，附近乡亲们

有这些重要的仪式都要请

杨春梅剪纸。

随着时代的变迁，乡

间婚丧嫁娶仪式的形式逐

渐改变，杨春梅的剪纸也逐

渐失去市场。而40岁时，杨

春梅也从做过各种零工的

农民变成了一名工厂工人，

还是操作天车起重机的特

种设备司机。杨春梅告诉记

者，这些年家乡发展特别

快，工厂也越来越多。前两

年，她考了特种设备操作

证，成功转型为产业工人。

但根植于乡土生活的手工

技艺，仍是她最喜爱的。

杨春梅说，现在农村

的生活越来越好，人们的

文化生活需求也越来越

高，那些代代相传的、与生

活息息相关的技艺必然会

重新焕发光彩，希望自己

在传承和探索之路上一直

走下去。

文·摄影/北方新报正

北方网记者 查 娜

瓜雕能人杨春梅

杨春梅和她的瓜雕作品杨春梅和她的瓜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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