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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梁亮

午夜塞外寒风似刀，崇山峻岭雪虐风
饕。在万家团聚的除夕夜，呼铁局呼和浩
特供电段旗下营东网工区的 15 名职工，
正在冒严寒巡视着接触网设备。

集包线旗下营区段铁路线是通向京
津冀的客运要道，也是呼包集“一小时经
济圈”的快速路。电力机车、动车运行离
不开架设在铁路线上的接触网，做好接触
网的检修维护是春运的重中之重。

白天，铁路要保持不间断行车，接触
网设备的维修、巡视只能安排在深夜零时
30 分到 4 时 30 分之间进行。平时工区每
周安排 1 次巡视计划，而春运时陡然增为
每天 1 次巡视，除夕夜也不例外。

前几天的降雪致使铁路沿线积雪 30
多厘米厚，加之又是深夜，巡视工作异常
艰难。而职工们还要携带手电、望远镜、
绝缘杆等重达 20 余斤的装备，仔细观察
设备状态，稍不留神就会滑倒。

“57 号 、67 号 支 柱 绝 缘 子 有 异 物
⋯⋯”巡视一开始，工长李玮的对讲机接
二连三的响起。

具备绝缘作用的绝缘子极易附着积
雪、异物，一旦绝缘失效将危及行车安全，
养护绝缘子十分重要。

“用绝缘杆清扫异物。”李玮当机立
断。

接到指令后，刘建斌立刻双膝跪地抱
住冯涛的腰，冯涛用头灯照在绝缘子上，
奋力挥起长 7 米、重 8 千克的绝缘杆，用力
扫掉绝缘子上的异物。

50 米一棵支柱，每棵支柱 2 枚绝缘
子，3 小时下来，职工们要下跪 80 余次，挥
舞绝缘杆不计其数。同时，还要观察接触
网设备状态，详细记录设备问题，申请计
划维修。

桥连隧、隧连桥⋯⋯深夜里的铁路线
上，不时响起“叮叮当当”密集的敲击声。

“你听这声音多像放鞭炮！”李玮对记者
说，虽然没能在家里过年，但是想到自己
身处保护春运安全的重要岗位上，自己的
付出能让旅客们安心回家，就特别欣慰。

深山桥隧中的
供电人

□本报记者 及庆玲

“新年的钟声敲响了，向祖国和人民
拜年！”1 月 27 日 24 时整，从内蒙古最东
部的恩和哈达小镇到最西部的算井子地
区，坚守在中蒙俄八千里边防线上、36 万
平方公里边境管理区和 19 个对外开放口
岸的内蒙古公安边防官兵坚守在岗位，迎
接新年的到来。

“这是我入伍 16 年来第 7 次在边境
线上聆听新年钟声。”这一刻，包头市达茂
旗查干哈达边防派出所教导员阿拉达日
图说，尽管在边境线上看不到春节联欢晚
会，也不能和家人团聚，但我们在这里守
护祖国和人民，这份荣耀是我们独有的。

这一刻，二连边防检查站官兵在 815
号界碑前站岗执勤，忠诚守护着祖国的北
大门。

这一刻，额布都格边防检查站官兵克
服高原缺氧、道路不畅等因素，冒着零下
40℃的严寒在边检预定区域巡逻执勤。

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查干哈达边防
派出所巡逻官兵张朔说：“此时此刻，虽然
边境地区的‘白毛风’抽得脸生疼，可我觉
得自己是最幸福的人，因为这一刻，我坚
守在祖国北大门的第一道防线，兑现了一
名边防官兵的庄严承诺。”

这一刻，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全
国爱民模范边防检查站”的满洲里边防检
查站执勤官兵冒着严寒在庄严的国门下
巡逻，守护着祖国边境线的安全。

“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全
国各族人民幸福安康！”这一刻，被公安部
授予“全国爱民模范边防派出所”的阿
拉善盟额济纳旗算井子边防派出所巡逻
执勤官兵与边境地区牧民群众拉起横幅
向全国人民拜年！

边防官兵的
跨年夜

□本报记者 李文明

“别人过年玩得好，我家是过年挣得
多。”1 月 27 日，农历大年三十，“草莓姐”
刘二牡丹还在自家的温室大棚里忙碌着，
脸上的喜悦溢于言表。

棚外寒风凛冽，棚内一颗颗红艳艳的
草莓躺在绿叶白花中引人垂涎，挑动着游
客的味蕾。慕名而来的游客已经禁不住
诱惑，一边采摘成熟的草莓，一边吃了起
来。

“这里的草莓纯天然、不洒农药，可比
超市里的好吃。我准备多带点回家分给
亲戚朋友。过节了嘛，大家都爱吃这个。”
来自呼和浩特的游客张永官抱着 10 多盒
草莓准备付钱，一旁正在给草莓称重的刘
二牡丹已经热得满头大汗，钱袋鼓鼓。

“去年年三十，我们一家人扎在大棚
里，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一天下来赚了
5000 块。今天早上不到 9 点钟，大棚周
围的空地上陆续停满了采摘游客的私家
车，人气可比去年旺。今年的收成一准儿
差不了。”刘二牡丹说。

3 年前，家住包头市土右旗将军尧镇
程金海村的刘二牡丹，开始尝试温室大棚
种植草莓。她个性爽朗，种出的草莓个大
味甜，前来买草莓的人都称她为“草莓
姐”。

临近年关，草莓行情一路看好，这可
让刘二牡丹喜上眉梢。现在，她家的草莓
已经入驻土右旗、托克托县等地的多家超
市，每天能卖出去几百斤。这几天她更是
忙得直不起腰来，连年货都没有时间去购
买。

“我们就年三十晚可以一家团圆，初
一就又要开始采摘草莓到市场上去销售
了。”刘二牡丹说，红红的草莓给她家带
来了红火的新年收成，成为她家的“致富
果”。每年8月份种下草莓，12月份开始收
获，1.8亩的大棚年产1万多斤。除去成本，
刘二牡丹一年赚个八九万元没问题。

“草莓姐”
红火的新年收成

1 月 27 日，鄂尔多斯至集宁南 D6774 动车上，动姐方婷和安智博在为乘客表演蒙古族舞蹈《蓝色的蒙古高原》。
当日，呼和浩特铁路局动车车队第十一组工作人员为乘客准备了一场丰富多彩的“列车春晚”，同时开展了贴对联、
拉家常等联谊活动，让回家途中的乘客在列车上体会到不一样的年味儿。 本报记者 金泉 摄

火车上的“春晚”

□本报记者 张文强

“ 迎 春 迎 喜 迎 富 贵 ，接 福 接 财 接 平
安。”1 月 27 日晚，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产科病房，一副大红春联散发着节日的喜
庆气息。走廊里，护士们走路“一阵风”，
不停地穿梭于各个病室。护士值班台上
的呼叫器，不时响起急促的呼叫声。

19 点 30 分，医生值班室，白班医生栾
允峰和其他 5 名医生正忙着写病历。栾
允峰说，每天下午 5 点半是白班医生和夜
班医生交班时间，可他们往往不能按时
走，因为还要完善病例、下医嘱，做完这些
工作也就快 8 点了。

“饺子来了！”护士小杨拎着几盒饺子
走了进来。“这是医院给我们准备的年夜
饭，每人一份。”

“谢谢！先放那儿吧，现在顾不上吃。
我这儿有个胎膜早破的病人，急需转到产
房。”夜班值班主任苏俊玲冲着小杨说。

“叮铃铃⋯⋯”苏俊玲话音未落，一阵
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好，我马上到！”

“郭大夫，4 床要生了，产房叫咱们去。”放
下电话，苏俊玲与郭和大夫直奔产房。

此时，一号分娩室里，一名产妇已躺在
产床上，不时地痛苦呻吟。“别紧张，听我口
令。来，放松⋯⋯使劲，1、2、3，使劲⋯⋯”
床的两侧，助产士们正在指导孕产妇分
娩。苏俊玲与郭和疾步上前，一个在左，
一个在右，加入到助产队伍中。

“哇⋯⋯”20 点 48 分，分娩室里传来
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是个男孩儿！”助
产师胡继桃将婴儿抱起，脸上洋溢着喜悦。

“虽然产科责任大，风险大，但我非常
喜欢这个职业。”胡继桃说，她在产房已干
了整整 33 年。33 年来，她和产科的同事
们合作，帮助一个又一个孕产妇顺利分
娩。每当看到一个个小生命在自己手中
安全降生，她们就感到由衷欣慰。

“6床也快生了！”此时，窗外的爆竹声已
此起彼伏，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产科的所
有医护人员正在迎接又一个新生命的降临。

迎接
新生命的降临

1 月 27 日，鄂尔多斯动物园熊猫馆一片欢声笑语。来自国内外近千名游客与大熊猫姐妹七巧、七喜一起欢度春
节。七巧、七喜姐妹花于 2016 年 9 月安家鄂尔多斯动物园，至今已在这里生活了 4 个多月，这是它们在这里过的第一
个春节。 本报记者 郝雪莲 摄

·除夕

又是除夕，阖家欢聚。在医院里，在列车上，在建设工地，在边防哨所⋯⋯有一群人，他们坚守各自岗
位，默默尽职尽责，遥祝亲人幸福。今日本报推出《新春走基层·除夕》特刊，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示普通
劳动者的家国情怀和全区各族儿女干事创业的豪情。

编者按：

1 月 27 日晚，呼和浩特市公安消防支队特勤大队二中队
官兵在首府街头巡逻，以防除夕夜烟花爆竹引发火灾。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坚守岗位

本报职业道德监督热线
0471-6635562陪七巧七喜过大年

年夜饭后，乌兰察布市儿童福利院为孩子们发了压岁
钱，祝福孩子们平安健康快乐成长。

本报记者 霍晓庆 摄

收到压岁钱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