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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材料进场到完成顶推用时 53天

信阳火车站新建进站天桥顶推完工

信阳消息 （首席记者 韩

蕾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
出行对交通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所以，信阳火车站改扩建工程备
受市民关注。 如今，工程进度如
何？ 昨日，记者现场采访获悉，由
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

信阳工程建设指挥部负责建设

的信阳火车站改扩建工程新建

旅客进站天桥顶推工作已顺利

结束，为信阳站改扩建项目的后
续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日下午，记者在施工现场
看到， 一座全长近 90 米的白色
天桥已经粗具规模，它宛若一道
白练，跨越 4 个站台、10 条股道，
而次梁、顶棚、排水沟、桥面板等
附属设施皆已完成。

“这座采用步履式顶推安装
的钢桁架结构天桥从材料进场

到完成顶推共历时 53 天。 ”信阳
工程建设指挥部工程部部长孙

善治告诉记者，由于施工现场不
具备拼装 、吊装条件 ，经过反复

论证，最终采用了安全系数高、可
控性大、 顶推过程平稳的步履式
顶推工艺， 还有效地减少了上跨
施工对铁路运输的干扰。

同时，针对站内列车多、旅客
流量大等诸多困难和安全隐患，
施工方采用人工点内跨线作业、
人工倒运浇筑混凝土、 不间断施
工等手段， 顺利解决天桥柱身施
工难题， 为点内完成天桥顶推提
供了前提保障。

新建的这座旅客进站天桥是

信阳火车站改扩建工程的一部

分。据了解，原信阳站共有 3 个站
台、9 股道， 站房面积 6000 平方
米。 改造工程在既有站房对侧新
建侧平式站房 1.2 万平方米 ，站

场结合宁西增建二线工程增设一

台一线，形成 4 台 10 线；拆除既
有 3 个站台及雨棚按高站台进行
改建；拆除既有天桥，新建 12 米
天桥 1 座；拆除既有出站地道，原
址新建 10m 出站地道 1 座，另新
建 5.2m 行包地道 1 座。

目前， 信阳火车站改扩建工
程北站房区域建设工程中， 站房
桩基全部完成，售票厅（A 区）主
体结构全部完成，候车厅（B 区）
正在进行一层砼主体结构施工，
地下出站厅（C 区）正在进行主体
施工； 新建 4 站台雨棚完成 410
米；行包、旅客地道新建第一阶段
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新站房工程
将于 10 月份投入使用。

在家门口享受专家服务
市红十字会志愿团队深入贫困村开展免费诊疗

信阳消息（记者 杨长喜）作为
第 71 个世界红十字日的一项活
动，15 日， 市红十字会继续开展
今年的“红会送医计划”，邀请市
中心医院的医疗专家志愿者们前

往河区河港镇贫困村陡坡

村， 为这里的村民送去高质量的
医疗服务。

上午 8 时 30 分许，陡坡村卫
生室门前人头攒动。 中心医院的
医疗专家们一下车，早在这里等
候的村民们立即起身相迎。很快，
各位专家、检测设备到位，村民们
排开了队，逐个儿进行健康检查、
咨询。 第一位接受血脂检测的是

一位 50 多岁的村民。 “你这血脂
很正常， 看来你平时很注意生活
方式啊！”看到连接着高倍显微镜
的显示屏里的血细胞， 这位村民
很是开心。但随后医生又告诉他，
他可能会偶尔有轻微的头晕、头
疼现象， 虽然他自己可能感觉不
到， 但还是要注意保持健康的生
活习惯。 紧接着检测的一位老奶
奶有头晕现象 ， 医生也给了建
议：“头晕是你已经出现了一定程
度的脑梗，但也别害怕，平时注意
清淡饮食 ， 最好不要再吃猪油
了。 ”

而其他位置，肿瘤科、内科、

外科、神经内科、消化内科、肾病
科等科室的专家也忙得不可开

交。 “今天有免费的药品，我给你
开个处方， 你去领药。 还有一种
药， 今天带的没有， 我也给你写
上，价钱也不贵，应该 10 多块钱，
你到药店或诊所买点， 对你的病
情有帮助。”一位有着高血压病情
的村民拿着处方， 高兴地站了起
来。整个上午的时间里，专家们都
没闲下来。

据统计，仅当天上午，专家们
就义诊、检查群众 200 余人次，为
其发放了健康手册， 并免费发放
了近 2 万元的药品。

“80后”小伙儿
回乡趟出致富路

医药和农场， 这是听上去完全不相关的两个
词。 但是在光山县南向店乡何畈村金穗家庭农场
主人黄磊身上却得到了统一。 一个 87 年的小伙
子，大学的专业是医药，后来在钢厂工作了 6 年，
一个偶然的机遇，2017 年开始回家创办 “金穗家
庭农场”，对他来说，这一次转身是他人生全新的
开始。虽然也曾遭受质疑，但每当他置身在一望无
际的田野里， 看着长势旺盛的秧苗及虾笼里活蹦
乱跳的小龙虾，心中就充满了希望。

5 月 11 日，天气微凉，下起了小雨。 站在湿漉
泥泞的田埂上， 黄磊和哥哥黄鑫把一个长长的虾
笼拖上来， 活蹦乱跳的小龙虾一会儿就倒了一大
盆。 “我们的龙虾市场很好，因为我们养殖出来的
小龙虾品质很好，很受欢迎。 ”

黄磊介绍：“我这里不仅是养小龙虾， 其实是
‘稻虾共作’示范基地。所谓稻虾共作，就是在农业
技术的操作上，实现小龙虾与水稻的共作共生。你
们现在看上去这里是池塘， 其实下面都挖的有沟
渠，等到插秧的季节，把龙虾苗移到沟内生长，上
面种植水稻，一水两用，种养结合。同时，因为稻田
里养了龙虾，不能使用化学农药，但是虾粪能给稻
子增加肥料，这样以来，我们水稻是非常环保的，
品质有保证之后，价钱也就不愁了。 ”

回乡创业的前几个月，黄磊说自己晒黑了、体
重也轻了，“一开始很多东西都不懂， 一切都需要
从头学习， 还要去别处参观学习， 汲取别人的经
验，请专业的技术人员来进行指导，真是没少下功
夫，太操心了！ ”

渐渐地，黄磊在不断尝试中摸索出一些经验，
再加上父亲和哥哥在旁的指导和帮助， 让他不断
尝到了甜头。 眼下，正值小龙虾收获季节，他的产
品除了销到本地市场，还正在积极联系外地市场，
根本不愁销路。

回忆创业之初， 黄磊说：“为了让我顺利实现
自主创业，市、县两级政府和就业部门在资金、政
策方面给了我很大支持， 市职工失业保险管理处
一次性发放了我的失业保险金，让我用于创业。此
外，还有一些政策上的补贴和优惠等，为我顺利创
业保驾护航，让我非常感动。 ”

除了 100 多亩的“稻虾共作”示范基地，农场
里还有 160 多亩再生稻种植示范基地，120 多亩
鱼塘，10 多亩草莓大棚，下一步，黄磊打算搞一个
火龙果采摘园。未来，他打算把家庭农场规模继续
扩大，走现代化农业种植道路，发展观光旅游，带
动周边的群众共同发展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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