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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一一样样的的故故事事 一一样样的的感感动动
——————本报记者““新春走基层””再出发

编者按：不忘初心，温暖再出发。 今年春节期间，本报记者再次踏上“新春走基层”的采访征程，走乡村、进车站、访游子、入工地，感受民生百态、
倾听百姓故事，用饱含深情的文图，为您及时报道发生在信阳大地上的新气象、新风貌、新变化、新成效，记录节日里普普通通、欢欢喜喜、热热闹闹、
团团圆圆的欢乐与祝福，讲述一个个发生在你我身边的新春故事。

值守东站
心里的快乐就是年

除夕当天，62 岁的王贵立没有在家过年，
而是一如平常地在信阳东站为旅客服务。 作为
一名志愿者，今年是她在信阳东站过的第 3 个
春节。 “过年，过年，心里的快乐就是年。 ”在信
阳东站志愿者服务站前，王贵立对记者说。

除夕前夕， 我市各车站迎来客流高峰，信
阳东站也不例外。 众多旅客中，有些是王贵立
的重点服务对象。 “你看，我这个微信群里有 50
多个人，他们都是我曾经服务过的旅客。 只要

他们回信阳，跟我说一声，我就去接站。 ”在王
贵立的这个服务群里，大多都是行动不便的残
疾人。 而在信阳东站不间断的 3 年志愿服务
中，王贵立与他们结下了深厚情谊。

“王姨 ， 我今天坐 G402 车从贵阳回信
阳 ，下午 5 点 04 分到站 ，到时候您来接下
我吧 ？ ”乘车当日 ，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小茜
在贵阳车站就与王贵立取得联系 。 王贵立
立即爽快答应 ， 记下小茜乘坐车辆的车厢
号 、座位号后 ，早早推着轮椅在站台等候 。
等到小茜如约而至 ， 王贵立熟练地将她扶
上轮椅 ，一边推小茜出站，一边嘘寒问暖。 这
是王贵立第 4 次接送小茜进出站，但两人似乎
相熟已久。

从 2016 年年底，王贵立就在信阳东站做起
了一名全职志愿者。 作为信阳东站志愿者服务
站的负责人，她几乎全年无休，每日上岗。 接送
重点旅客，为不会买票的旅客购票、取票，为旅
客送上一杯热水，耐心解答旅客的问询……旅
客的大事小情，王贵立都认真对待。

自 2013 年加入信阳公益志愿者协会以来，
王贵立的志愿服务道路已经不间断地走了 5
年。 “帮助别人，快乐自己，这句话说出来虽然
俗，但我这些年就是这样的状态。 再加上我本
身是铁路退休职工，对铁路、车站都很有感情。
真希望自己在这里再奉献几年，那样我将会收
获更多的快乐！ ”王贵立说。

舍弃“小家”
为万家灯火奔不停

除夕夜是农历年的最后一天， 是辞旧迎新
的重要时刻。 每到此时，人们都会团聚一堂，共
同迎接新年的到来。 然而，有一群人，为了“大
家”的团圆，为了万家灯火，舍弃“小家”，默默坚
守在工作岗位上，踏着夜色，迎着寒风，奔波在
十里八乡，只为输送“光明”，他们就是农村基层
供电工人。

2 月 4 日，19 时 45 分，此刻，人们大都已吃
过年夜饭，围坐桌前，手捧瓜子、花生和糖果，悠
闲地喝着清香的茶水， 在一片欢声笑语中等待
着春晚。

此刻，在潢川县卜塔集镇供电所的值班室，
几位供电工人却刚刚吃上一口热乎饭菜。白菜、
粉条、丸子烩成一锅，菜式简单，但他们吃得喷
香。“跑了一天，中午连口米饭都没尝着，这会儿
吃口热乎饭，浑身都暖了起来！ ”供电工人冯利
心满意足地说着， 仿佛今天并不是什么特殊的
日子。

“供电所吗？ 我家是林场村的，我们怎么突

然停电了，你们快来看看！”突然，供电所所长胡
新春的电话铃声响起，有人求助报修。围坐桌边
的冯利、吴传乾等人赶紧扒拉两口饭，带着安全
帽、工具箱、扶梯等工具，和胡新春一起前往现
场。 此时，20 时的钟声刚刚敲响，众人期待的春
晚刚刚开始。

十几分钟后， 胡新春等人抵达卜塔集镇林
场村，已有不少村民在路口的变压器附近等待。
冯利和吴传乾麻溜儿地架起梯子， 打开变压器
盒子，检查一番，原来是用电负荷太大，空气开
关烧毁了。更换新的空气开关后，周边村民家的
灯又亮了起来。

在回来的路上， 胡新春的手机一直在响，
他介绍， 这是供电服务系统微信派单的提示
音。 记者发现，20 时以后， 提示音明显增多。
“从现在到凌晨，我们估计都歇不了了。 ”胡新
春说。

记者与胡新春等人分开时已是 22 时
30 分 ， 很多人都已在春晚的欢声笑语中等
待着迎接新年的到来 ， 而他们还在冒着冬
夜的寒冷继续奔波 ，只为将 “光明 ”带给更
多人 。

全天待命
随时抢修保障供水

春节期间， 当人们都在忙着亲友
聚会时，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坚守岗位
每天穿梭在大街小巷之间， 在寒风冷
水泥土中，爬上爬下，只为保障市民的
正常用水， 他们就是市供水公司的便
民维修服务班的维修人员。

“这家用户的阀门已经损坏，现在
只有带水作业更换新的阀门。 ”2 月 6
日上午，记者看到，市供水公司河区
便民维修服务 2 班班长王勇正和同事
一起忙碌着。

“我弟弟还在外地，要过几天才到
家。 我提前到他家的房子看看，发现无

法正常用水。这不，刚拨打了市供水公
司的便民维修电话， 维修师傅马上赶
到现场了， 不然弟弟过年回来连水都
用不上。 ”家住民权路的居民徐女士对
记者说。

王勇检查发现是用户的用水阀门

损坏了，需要更换阀门。 王勇一边向记
者介绍着， 一边撸起袖子进行带水作
业， 即使手触碰着室外冰冷的凉水也
没有丝毫退缩， 双手麻利地拿着工具
将阀门更换完成。

市民纷纷返乡过年， 为了保障市民
用水安全，48岁的王勇和同事几乎每天
都奔走在便民维修的道路上。春节期间，
他们也是 24小时不关机，全天待命。

“请问您是和谐花园小区的业主

吗？ 您家自来水是什么情况？ ”王勇正
在和用户联系。 每天，王勇都会对照客
服提供的信息与需要维修的居民挨个

儿联系，并规划好路线。 “修的时候，不
仅要考虑轻重缓急， 漏水和送水的要
优先处理，还要考虑路线的规划，如何
用最短的时间跑最多户， 这也是很重
要的问题。 ”今年 48 岁的王勇已经干
维修工作 20 多年了，丰富的工作经验
让他维修起来得心应手。 王勇告诉记
者，市区大部分居民不熟悉用水设施，
有的平时连水表的位置在哪里都不知

道，也不懂如何正确开启阀门，遇到上
述情况只要拨打市供水公司的 24 小
时热线电话 0376-6222251， 维修人员
都会尽快赶到现场进行检修。

归乡游子
喜为家乡发展点赞

“近几年，每次回家来都能感受到
家乡的不断变化， 今年回来又有了新
的感受。 我们的三官移民新社区真漂
亮，一排排整齐划一的小洋楼，宽敞干
净的马路，路边配备有太阳能路灯，夜
间出行也很方便。 ”在西安打拼多年的
罗清华说。

今年 50 多岁的罗清华是河区
游河乡张湾村的村民， 为了挣钱补贴
家用，夫妻二人从2002 年起，就到西安
打拼。一开始是给别人打工，后来自己
学了做熟食的手艺， 和丈夫张善宏开
了家小餐馆， 这 17 年来一直在西安，
只有过年才回来。 他们位于张湾村老
家的几间旧瓦房由于长年不住， 再加
上年久失修，早已是破旧不堪，前些年
每次回来都是凑活住几天， 夫妻俩一
直在努力挣钱想要盖新房子 。 随着
2015 年出山店水库工程全面开工，随
后移民工程提上日程， 罗清华所在的
张湾村也在搬迁范围之内。 2018 年 4
月份，他们一家人领到了新居的钥匙，
在三官移民新村有了一栋属于自己的

小洋楼。 经过紧锣密鼓的装修准备，年
前正式搬进了新居。

大年初三，家里来了十几个客人，
罗清华开心得合不拢嘴， 儿子张满意
在厨房掌勺准备晚餐， 她跑前跑后地
张罗着，提起现在的生活，幸福之情溢

于言表：“新房子我想了多少年了，这
房子比我想的还要好。 你看我家这环
境多好， 窗外就是将来的出山店水库
大坝下游，我这以后就跟海景房一样，
坐在家里就能看风景！ ”说完，她自己
都忍不住笑起来， 紧接着又补充道，
“这真是多亏了政府的移民工程，不然
我还不知道得多少年才能住上这么好

的房子呢！ ”
近几年，三官移民新社区在不断

的规划和建设中越来越完善 、美丽 ，
定居下来的人们也越来越多 。 据了
解 ，2018 年 ，游河乡政府顺利圆满完
成了游河镇等 12 个村 （镇 ）4682 户
出山店水库移民搬迁安置工作 ，并
不断完善三官移民安置区公共服务

设施 ，实施了安置区绿化 、硬化 、美
化 、亮化提升工程 ，有效提升了三官
安置区的整体形象， 切实改善了居住
环境。

不顾严寒
工地就是聚会场地

大年初四，我市迎来一场降雪，位于罗山县与
光山县交界处的 G312 竹竿河大桥的施工现场，工
人们却无一缺席。 对于他们来讲，工地就是他们春
节聚会的地方。

2 月 8 日，大年初四，许多人仍旧沉浸在节日
的气氛中，忙着走亲访友，或者出外旅游。 竹竿河
大桥施工现场的白雪皑皑没能掩盖住现场的忙

碌。 工人们熟练地进行焊接，搅拌机不停搅拌，吊
车则将焊接好的钢筋吊到桥梁基桩位置进行安放

……该工程项目副经理李玺介绍， 在整个春节期
间，项目组全体人员放弃了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全
部坚守在工地上。 目前，工程正在进行桥梁基装的
施工。 截至 2 月 8 日夜里，已完成 21 根基桩的混
凝土灌注。灌装预计 2 月底前完成。为了加快施工
进度，项目组科学安排施工，在灌注混凝土的过程
中，待混凝土检测合格后就开始进行地系梁施工。
目前已经有 2 个桥墩基桩混凝土到期并经检测合
格，待雨雪停止就可进行系梁施工。

李玺表示，由于工期所限，加上前期申请客货车
绕行占用了一部分工期， 所以整个工程工期较为紧
张，但项目方一定会克服各种困难，科学合理安排施
工，保证在限定时间内让竹竿河大桥恢复通行。

“游”过春节
诗与远方幸福相遇

到天涯海角的椰风沙滩里

迎接新年， 带孩子感受红色文
化的洗礼， 与家人在别处的美
景里守岁……春节假期， 越来
越多的信阳人带着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游”过春节。
大年初一， 河区的徐先

生与朋友两家人按照既定计

划，相约出游湖南。 “考虑到孩
子都还小 ， 自己组团比较方
便。 ”徐先生说，相较于“上车睡
觉 、下车拍照 ”的跟团游 ，私家
车组团出游不仅能深度了解当

地的红色历史、风土民情，还能
在时间、景点安排上更加自由，

既省力又省心。
腊月廿五， 市民魏大刚就

启程了———带着家人去三亚过

一个不一样的春节。 2 月 8 日，
正在三亚的海滨沙滩游玩的魏

大刚通过微信告诉记者：“春节
年年都在家里过， 今年一家人
旅游过节，走出去，看看别处的
春节怎么过， 老人和孩子既新
鲜又高兴。 即将返程回信阳，大
家都有点不舍了。 ”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

出行方式快捷、多元，市民过年
的方式也有了新气象。 或报团，
或自驾，旅游过大年日渐受宠。
市区各大旅行社瞄准“商机”，纷
纷为市民制订出 “新春出游计
划”。 “海南新春，享受最温暖的

时光”“哈尔滨、亚布力，体验冰
城雪乡”“尧山滑雪、 福泉温泉”
……一个个吸引力十足的出游
线路点燃市民春节出游热情。

“春节是一个寓意吉祥的
节日 ， 市民对诗意远方以及
美好生活的向往 ， 催热了春
节旅游市场 。 ”四一路一家旅
行社的负责人向记者介绍 ，
因天气寒冷 ， “温暖路线 ”成
为不少市民出行的首选 。 三
亚 、云南 、厦门等旅游地受到
大家的热捧 ， 北国冰城雪乡
很受年轻人喜爱，人气很高。 此
外，很多市民扩大旅游半径，泰
国、马来西亚、马尔代夫等旅游
目的地也成为市民旅游过春节

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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