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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里的“夫妻档”：一天说不上一句话

“来来来，赶紧给我把

这张车票退了！”“不好意

思， 麻烦您先去排队好

么？”“火车晚点那么久，你

还让我去排队……”这是1

月17日发生在赤峰市阿鲁

科尔沁旗查布嘎车站售

票窗口前的一幕。春运开

启后，随着出行的旅客明

显增多，类似的事情经常

发生。每当遇到这样的情

况，售票员就会向执勤民

警寻求帮忙，通过他们对

旅客的耐心劝导，维持购

票秩序。这次赶来劝导旅

客的民警叫曹建永，是锡

林浩特铁路公安处查布

嘎车站派出所副所长，他

的妻子李志君在一墙之

隔的售票室内。谈起他们

的相识相恋，两人的同事

都笑称查布嘎站就是他

们的月老。

曹建永和李志君于

2014年结婚， 今年是他们

一起参加的第3个春运。

核查客票、 查堵危险

品、 维护治安……春运期

间， 刚刚升任副所长的曹

建永一点也不敢马虎，几

乎没有闲下来的时候。刚

休完产假返回工作岗位的

李志君也一样， 作为一名

售票员， 她每天要跟数百

名购票者不断重复：“您到

哪里？哪一天？”偶尔遇到

一些脾气暴躁的旅客，曹

建永也只能耐心劝导。回

到家， 李志君有时会向丈

夫抱怨， 可曹建永总是憨

憨一笑， 说：“一个旅客而

已，他也是着急买票嘛！”

下了夜班的李志君回

家休息，醒来时，屋里只剩

她一个人了， 餐桌上摆着

她爱吃的菜，她知道，丈夫

肯定又加班去了。 虽然说

两个人在同一个车站工

作， 但是因为工作岗位不

同， 有时候一天也说不上

一句话， 即便是在两人都

休息的时候。如此的忙碌，

让他们觉得对孩子亏欠得

太多，2016年2月出生的女

儿现在还不到1岁，只能由

奶奶照顾。“每天早上我俩

都偷偷起床， 孩子虽然还

小， 但是她知道爸爸妈妈

一穿制服就要出门， 便哭

着不让走。”曹建永说。

从警5年来，曹建永还

没有回老家过一个春节，

他希望等春运结束了带着

家人回老家看看。

在 2017年春运战场

上， 曹建永和李志君依旧

像往年一样，续写着“春运

夫妻故事”， 在“小家”与

“大家”之间，他们用默默

无闻的放弃与坚守， 诠释

着对“大家” 的责任和担

当。

文/本报记者张学博

说起焊接， 在很多人

印象中是一个经常与钢板

焊条打交道的“爷们儿”

活， 但是内蒙古工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焊接

13班却有这样一位女汉

子，她叫刘丽旻，是班里唯

一的女生。

“我家在河北省张家

口市。2013年，我被内蒙古

工业大学录取， 误打误撞

进入了焊接技术与工程专

业。在此之前，我对焊接工

作的辛苦和焊接专业女生

就业困难等情况并不了

解， 只是觉得既然进入了

这个专业， 就应该好好学

习， 积极参加学院的各项

活动。”1月18日，刘丽旻告

诉记者，上大二的时候，她

原本得到一次转专业的机

会， 但是想到朝夕相处的

同学和老师， 她最终放弃

了。

焊接实操课对刘丽旻

而言是一项不小的挑战，

为了保持焊缝光滑无痕，

需要手持焊枪长时间低头

弯腰，由于力气不够，刘丽

旻往往焊接到一半就支撑

不住了， 她只好用膝盖顶

着胳膊，时间一长，腿部很

容易受伤。遇到生理期，这

样高强度的作业甚至让她

第二天疼得直不起腰来。

刘丽旻的努力没有白费，

作为唯一的女生， 她的成

绩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

今年7月， 刘丽旻即将

毕业， 她又要面对新的难

题。 在面试了新大洲本田、

北重、 日照钢铁等企业后，

最终因为是女生的缘故，刘

丽旻被拒绝了。但是，刘丽

旻并没有气馁，她说：“最近

我一直都忙着做毕业设计，

没有继续面试。 关于工作，

我还是想从专业方向着手，

或者去报考河北省的公务

员或者选调生。”

文/本报记者周婷
实习生万永杰

证件照也可以很美！

以前，人们都说证件照丑到哭。现在，内蒙古工业

大学的李倩告诉大家，其实，证件照也可以很美。

1月23日，刚拿到“最美证件照”的李倩向记者展

示了自己的证件照。记者发现，李倩的“最美证件照”

与本人相比，眼睛更有神了，稍微清瘦了一些。李倩告

诉记者：“现在的年轻人都很重视证件照，无论是毕业

时要填写的各种表格， 还是找工作时投递的简历，我

们都希望上面的照片好看一些，盼望好的证件照为自

己带来更多机会。”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最近，“最美证件照”在艺考

学生、准毕业生和结婚新人之间很流行。与普通证件

照不同，一张“最美证件照”的出炉，要经过专业化妆

师、专业摄影师和修图师的联合打造，价格在90~120

元之间不等，相比普通证件照贵4倍左右。

记者当天来到位于海亮广场附近一家拍摄“最美

证件照”的摄影店，看到有4位顾客正在拍摄证件照。

只见化妆桌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各种刷子、 海绵、口

红、粉底等化妆用品。化妆师认真观察顾客的脸型、肤

色等特点后，再根据个人的不同特征开始化妆。化妆

过后就是拍摄，拍摄时需要打光，人手不够时还得顾

客自己举一个打光板，通常拍摄10多张照片，最后由

顾客选择一张自己最满意的用来修图。“拍完的照片

其实已经很好看了，我们还会精细修图，把一些痘痘、

黑眼圈P掉，总之就是掩盖缺点。”摄影师说。记者了解

到，“最美证件照”拍摄后3天后才能拿到，包含电子版

照片、红底白底蓝底各一寸照一套。

文/本报记者马丽侠实习生庞婷

社区书屋满室书香

“这次我们为明和园社区送来价值10万元的3500

册图书， 旨在推动首府全民终身学习活动的积极开

展，打造学习型社会、学习型社区、学习型家庭。此外，

我们还将积极开展社区党课、手工编织、绘画、舞蹈等

课程，举办科普、安全、医疗、卫生等讲座，让社区教育

活起来、火起来。”1月17日，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呼和浩

特市广播电视大学校长李力章告诉记者。当日，呼和

浩特职业学院呼和浩特市广播电视大学赠书仪式在

赛罕区明和园社区举办，明和园社区成为该校在呼和

浩特市建立的第一个“社区书屋”，春节过后，该校还

将在呼和浩特市范围内建设5个社区书屋， 并根据社

区的网络条件，为社区免费开通网络图书馆。

“人家在家门口给咱建了书屋，多好的事，以后有

空我们就来社区活动室锻炼，累了就来社区书屋读书

学习。”社区居民周女士高兴地说。

文/本报记者王树天实习生李思萱

最近几天，支付宝“五

福红包” 活动可是把大家

折腾得够呛。1月19日，一

名粗心妈妈就是为了集齐

支付宝福卡， 在车站候车

室扫“福”时弄丢了孩子，

所幸在包头铁路公安处巴

彦高勒车站派出所民警的

帮助下， 顺利找到走失的

孩子。

1月19日，乘客刘女士

在巴彦高勒车站派出所哭

着向民警求助， 称自己的

儿子走失， 请求派出所帮

忙寻找。据刘女士讲，当天

她准备带着儿子乘坐2702

次列车回家过年， 到了车

站候车室， 看到候车室玻

璃门上贴着两个福字，她

便拿出手机打开支付宝扫

福字 ， 当时只顾专心扫

“福”， 不曾想在拥挤的车

站弄丢了儿子。

民警了解详细情况

后，立即派出警力展开搜

查，并通过视频监控寻找

丢失男童。 半个小时后，

民警在车站附近的文具

店发现了刘女士的儿子，

并将这名男童带回了派出

所。

文/本报记者周蕾

1月22日，包头市青山

区娜琳步行街上， 一位衣

着单薄的老人推着三轮车

在寒风中卖调料干货，岁

月在老人脸上刻下深深的

皱纹。 这位老人名叫霍震

荣，64岁，膝下有3个子女。

由于家庭贫困， 小儿子的

妻子在生下孩子第三年离

家出走，小儿子深受打击，

也于去年6月远走他乡，留

下小孙子与他们相依为

命。为了生活，霍震荣在包

头市靠摆摊卖菜卖调料勉

强养家糊口。每天天不亮，

霍震荣便将调料和干货装

上三轮车，从110国道附近

的出租屋出发， 赶到先锋

道卖调料， 一站就是一整

天。 生活的艰辛让她和老

伴儿疾病缠身， 为了还在

上学的小孙子， 她不得不

咬牙坚持。

走进霍震荣的出租

屋， 不到十平方米的屋子

显得拥挤而杂乱， 家里没

有一件像样的家具， 炉筒

冰凉， 霍震荣说舍不得烧

煤。一张床是祖孙3人睡觉

的地方， 床上铺得最多的

是广告布。 一块方形的木

板既是做饭的案板， 也是

孙子写作业的地方……

9岁的小孙子是霍震

荣和老伴儿唯一的希望和

活下去的动力。“孩子的父

母都不在身边， 再苦再难

我们也要把他抚养大。”霍

震荣告诉记者， 小孙子目

前上小学一年级， 患病的

老伴儿每天早晨骑着三轮

车送孙子上学，怕孩子冷，

就给孩子裹上一条捡来的

破棉被御寒。

爱心人士王建芳偶然

间了解到了霍震荣一家的

情况，心里很不是滋味，被

老人的坚强而感动， 她想

为这一家人做些什么。于

是， 王建芳把老人的事情

发在了微信朋友圈里，众

多好友以及包头爱心公益

协会都开始积极响应：闫

女士一次买了老人500元

的调料、 路过的行人也纷

纷购买干货， 还有一些爱

心人士专程将爱心款项交

到老人手中，一时之间，爱

心涌向调料摊……

文·摄影/本报记者周蕾

“熊妈妈”埋头扫福丢了娃

刘丽旻：就想做个女“焊”子

爱心涌向调料摊

◎现场短新闻

霍震荣的调料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