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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高茜

大年初三凌晨 5点，柳林县杨家港

村口三岔路口路灯下，穿好环卫服、戴

着口罩的环卫工人高明亮已经拿起扫

帚，开始进行道路清洁维护作业。他

利落地将爆竹碎屑以及年前未来得及

消散的碎冰等拢到一处，再从电动车

上拿来簸箕清理，一系列动作一气呵

成。寒风刺骨，尽管戴着手套，穿着厚

厚的羽绒服，但是他的双手仍旧被冻

得生疼。

“平时我们 7 点上班，春节期间人

流量大，工作量也比平时大很多，顾不

上管天气冷不冷了，要赶紧清扫才行。”

高明亮说为了不影响市民正常出行，他

从除夕开始便是这样的工作时间。

高明亮是柳林县城市管理服务中

心的一名环卫工人，他的付出与坚守

是该县城市管理服务中心将全县群众

安全舒适放在首位的生动体现。

春节前夕，一场大雪影响了群众

出行。柳林县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迅速

响应，以雪为令，第一时间启动铲雪除

冰应急预案，为广大群众清出了一条

条“连心路”“放心路”“暖心路”。当除

夕的鞭炮声在柳林的各个角落陆续响

起，阖家团圆的温馨氛围弥漫在每一

寸空气里时，城市管理服务中心的他

们放弃与家人欢聚一堂，毅然坚守在

工作岗位上，开展了专项清洁行动，为

守护全县的整洁与美丽全力以赴。

该中心开展的专项清洁行动，成为

这个蛇年春节最温暖人心的风景。“为

了给全县人民营造一个欢乐祥和、干净

整洁、平安便利的新春环境，我们早做

打算、周密部署，在除夕当天全面启动

专项清洁行动。”柳林县城市管理服务

中心负责人介绍道，此次行动利用“人

工+机械”相结合模式，对城市道路、公

交站台、隔离护栏、果皮箱等进行集中

清理，共出动人员 560 余名，各类机具

350台（次），清运垃圾 280余吨。

从除夕开始，一个个忙碌的身影，

一幅幅生动的劳动场面，构成了一道

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大家的共同努力

下，专项行动成效显著，彻底清除了城

市的“污垢”，有效避免了节日期间垃

圾堆积，为市民创造了一个干净整洁

的新春环境。

“春节假期期间，我们持续保持高

强度的工作状态，加大清扫保洁力度，

延长保洁作业时间，确保城市环境始

终干净整洁。”柳林县城市管理服务中

心负责人说。在春节这样阖家团圆的

日子里，柳林县城市管理服务中心的

工作人员用辛勤的汗水诠释着责任与

担当。他们的付出，让这座城市展现

出了最美的姿态。

“我代表城管服务中心向这些坚

守岗位的城市美容师们致以最崇高的

敬意和最诚挚的感谢。也祝愿他们在

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祝愿

我们的家乡在新的一年更加繁荣昌

盛、美丽宜居。”柳林县城市管理服务

中心负责人感慨地说。

最是坚守暖人心

冬日的青岛寒风凛冽，却难以

掩盖吕梁山护工李冬英内心的炽

热。去年，她荣获青岛市总工会授

予的“农民工之星”称号，手捧这份

荣誉，往昔的奋斗岁月如潮水般涌

上心头，那是她在护工岗位上默默

耕耘、执着坚守的生动注脚。

自踏上青岛这片土地，李冬英

已在护工岗位上默默奉献了四个

春秋。她将每一位患者都视作自

己的至亲，用细致入微的关怀，为

患者的生活注入温暖的力量。在

她照料的患者中，有一位老人腰部

有疾病，行动不便。每日午后，李

冬英便会轻轻坐在老人身旁，用她

那温暖而有力的双手，缓缓为老人

捋着脊梁，动作轻柔而舒缓。不仅

如此，她还会轻声细语地鼓励老人

起身活动，搀扶着老人在地上踱

步，当老人因腿部酸痛而停下脚步

时，她又会立刻蹲下身子，为老人

按摩腿部，缓解疼痛。在李冬英看

来，“做护工，善良是底色，唯有把

患者当作自己的亲人，才能真正做

到以心换心。”她的每一个举动，

都诠释着这份质朴而深沉的信念。

患者家属对李冬英的工作赞

誉有加，他们感慨地说道：“我们家

的情况特殊，两位老人都已失能，

生活无法自理，迫切需要一位既专

业又可靠的人来照料。我们做子

女的，如今也都年逾古稀，体力和

精力都大不如前，实在是力不从

心。早些年在医院为两位老人请

过护工，可总是不尽人意，也没能

找到一个能放心带回家照顾的。

直到遇见李冬英，她在医院照顾我

母亲的那段日子，点点滴滴都让我

们看在眼里，暖在心里。能有李冬

英在母亲身边，我们打心底里感到

踏实和安心，她就是我们最信赖的人。”

生活照料上，李冬英体贴入微；饮食安排中，她同样别

出心裁。为了让老人吃得营养又健康，李冬英潜心研究，精

心搭配食谱。“羊肉、胡萝卜、菠菜，这些都是富含维生素和

营养的食材，我就想着换着花样给老人做，让他们吃得开

心，吃得放心。”她的每一道精心烹制的菜肴，都饱含着对

患者的关爱与牵挂。

从事护工工作后，李冬英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不仅收获了稳定的收入，更重要的是，她找到了自己的

价值所在。“靠自己的双手赚钱，心里特别踏实，幸福感也油

然而生。女人也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写生活的轨迹，不再

依赖他人。”这份经济上的独立和精神上的富足，让李冬英

更加坚定了在护工道路上走下去的决心。

1月 25日，吕梁山护工返乡迎春座谈会上，李冬英眼中

闪烁着光芒，深情地讲述着：“在青岛的这四年，领导、同事、

病人和家属，都给予了我太多的支持和帮助。这座城市，不

仅开阔了我的眼界，更让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这里已然成

为了我的第二故乡。上个月，我荣获了‘青岛市农民工之星

’，这份荣誉，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肯定，更是对所有吕梁山护

工的激励。我们不再是大山里的农民，而是新时代的吕梁

山护工。兄弟姐妹们，只要我们肯付出，肯努力，就一定能

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命运！”

山东紫荆医疗护理有限公司驻西海岸项目经理谢成晓

介绍道：“在我们公司，吕梁山护工有一千多人。他们个个

吃苦耐劳，对待学习和工作都兢兢业业。在护理岗位上，他

们用实际行动赢得了患者的信任和尊重。”正是凭借着这

份坚韧不拔的精神和认真负责的态度，吕梁山护工在全国

各地的护理行业中崭露头角，成为了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

学习，是李冬英不断进步的阶梯，也是她突破自我的动

力源泉。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她用自己的爱心、耐心和责

任心，激励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她是数万吕梁山护工的杰

出代表，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耕耘，用爱传递着温暖与

希望，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不凡人生。

过年的仪式感除了必要的春联、灯

笼、福字等装饰品，当然还要有一副崭新

的碗筷。“备新碗箸过新年”的传统习俗，

既表达了对新年的美好祝愿，又寓意除旧

迎新、人口兴旺、钱财丰裕。

“国家发布系列措施，鼓励年轻人多

生孩子。今年不只买大红灯笼，我儿子去

年结婚了，我还要多买两副碗筷，期盼快

些抱上孙子孙女。”王大嫂边往商店走，边

与记者聊着。

1 月 23 日，北方小年已过，春节正式

进入倒计时，汾阳市学院路飞龙商贸年货

市场里“热气腾腾”。这里的年货琳琅满

目，整个市集弥漫着浓浓的春节氛围，各

个摊位前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叫卖声、欢

笑声交织在一起。

步入年货市集的入口，首先映入眼帘

的是一排排洋溢着喜庆红色的对联摊

位。商家们早已精心筹备，将琳琅满目的

年货整齐排列，引人注目。距离除夕还有

6 天，生意正是最好的时候，在一家名叫

晋源日货的商铺门口，前来挑“福”彩、选

春联、购灯笼、买碗筷的人络绎不绝。老

板娘黄富云正忙得不亦乐乎，一会帮顾客

挑选扫把，一会选择灯笼，时间已经指到

下午两点，进店的顾客又陆陆续续多了起

来。

“这个碗真好看多买两个。”“灯笼多

少钱啊？”“有装饰的福字吗？”“这副实木

筷子的价格能不能优惠点啊？”在朝天门

某小商品市场内，黄富云一个人忙不过

来，着急地喊起了在仓库里找货的老伴

儿。

“马上过年了，买一套新的碗筷，添丁

进口，愿家族旺盛；买一对新灯笼，给家中

增添喜气。”李先生说话间，手里还提着春

联等装饰品，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今年生意要比往年好多了，市民或

多或少会选购新碗新筷，我们要抓住这样

的好机会挣钱！”黄富云一边笑说一边招

呼顾客。

在瓷器厨具批发店门口，各色瓷碗瓷

盘堆得满满当当，老板张红丽一边要照顾

店内的顾客，一边忙着叮嘱售货员给顾客

拿新拉回来的货。

往年厨具餐具一起卖，今年张红丽抓

准需求，单独批发了一大批各色种类的瓷碗餐具，尽最大努

力满足了顾客的需求。“今年的饰品在种类和材质上都比往

年丰富，销量也比平时上涨了不少，每年过年这段时间是最

忙的时候！”张红丽笑着说，“虽然有点累但还是比较开心！”

添碗添筷添吉祥，承载着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

和祝福。不仅蕴含多福多财的美好寓意，更是如今高质量

生活水平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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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小宇

人物故事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

显示，今年春节假期（1月 28
日至 2月 4日），全国邮政快

递业总体运行安全平稳，寄

递渠道畅通有序，行业业务

量保持良好增长态势，揽收

和投递快递包裹超 19亿件。

快递包裹量的良好增

长，进一步凸显邮政快递业

保通保畅、递送温暖的积极

作用。特别是自春运开始

以 来（1 月 14 日 至 2 月 4
日），全国邮政快递业揽收

快 递 包 裹 80.35 亿 件 ，与

2024 年春运同期相比增长

38%；投 递 快 递 包 裹 86.46
亿件，与 2024年春运同期相

比增长 35%。一件件包裹

不仅承载了温情与祝福，也

激发了消费市场的活力与

潜力。

节日期间，邮政管理部

门统筹做好寄递服务保障

和安全生产工作。各邮政

快递企业充分发挥寄递服

务保障作用，努力克服寒潮

雨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健全完善工作预案，加强人

员、运力与物资储备，切实

保障在岗快递员合法权益，

全力提升年货寄递服务能

力，更好满足了人民群众生

产生活需求。

随着春节假期的结束，

国内主要快递企业陆续结

束春节模式，网络运营转为

日常模式。分拨中心、网点

逐渐恢复常态，部分返乡的

快递小哥、货车司机和客服

人员等回到工作岗位，迎战

返工返学所带来的业务高

峰。

据新华社

春节假期全国揽投
快递包裹超19亿件

“摸摸狮头，鸿运当头；摸摸狮尾，顺风

顺水。”

农历正月初三，在方山县峪口镇张家塔

村，精彩纷呈的年俗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前

来观赏。

随着铿锵激昂的鼓点，威武的“雄狮”腾

空而起。梅花桩前，两只威武的“雄狮”跃上

舞台，舞动的狮头栩栩如生，那矫健的身姿、

灵动的眼神，仿佛诉说着吉祥和如意。在辗

转腾挪间，每一次翻滚、每一次腾跃，把现场

的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观众的欢呼声和掌

声此起彼伏。

“这是我们村举办的第二届‘年味张家

塔’年俗活动之一，活动从正月初二开始，持

续到正月初八，主要项目有舞狮子、八音会、

扭秧歌等等。”在舞狮现场，张家塔村党支部

书记王军峰说，“作为传统技艺的舞狮表演

比较迎合喜庆吉祥的节日氛围，舞狮象征着

振奋精神、鼓舞士气，它代表了中国人的精

气神，是文化自信的象征，我们安排舞狮表

演就是想‘舞’出一个红火年。”

舞狮有着悠久的历史，现分为南狮、北狮

两大类。南狮比较可爱，注重面部细节，诸如

舔毛、眨眼等表情；北狮造型凶猛，杂技技巧

多。一旁的张家塔村支部委员张健说：“我们

村表演的是南狮，通常也被称为‘醒狮’，这也

意味着沉睡了 350多年的中国传统古村落的

张家塔醒了。”

近年来，张家塔村将美丽乡村、传统村

落、乡土文化保护相结合，充分挖掘历史文

化资源，推动文旅深度融合，逐渐成为吕梁

市重点打造的 100 个乡村旅游重点村的样

板，让古村落焕发新活力。

“2024年张家塔村共接待游客 40余万人

次，村民增收 50余万元，村集体增收 91余万

元。”王军峰说，“今年大年初一村里就迎来

了 1000 多名游客，初二上升到了 5000 多名

游客，今天至少有 15000多名游客，壮观场面

在喜庆热闹的年味中格外养眼，相信今年一

定比去年强。”

说话间，“咚咚锵、咚咚锵……”伴随着

清脆的铜镲声和响亮的锣鼓声，秧歌队队员

身着喜庆服装，变换多种秧歌队形，将秧歌

的欢快与热情展现得淋漓尽致。威风锣鼓

以其激昂的节奏、多变的鼓阵和磅礴的气

势，奏响了张家塔村团结一心谋发展、昂首

奋进新征程的豪迈乐章。

悦耳的铜镲声、灵动的秧歌步、霸气的

舞狮子，这些传统元素让游客沉浸在欢乐之

中，感受着蛇年的喜悦。“生活越来越好，能

参加社火表演为大家带来快乐，我们特别自

豪，一定会全力展现自己的风采，欢欢喜喜

过蛇年。”秧歌队的队员们兴奋地说。

社火表演不单传承了源远流长的传统

文化，更是百姓给予新一年的衷心祝愿。它

呈现出张家塔村崭新变化和百姓的幸福生

活，也承载着人们对美满如意、吉祥安康的

深深期盼。

来自孝义市的侯文斌观看了舞狮子、扭

秧歌、八音会，走过了神奇又色彩斑斓的地

下甬道，欣赏了书画展、戏曲长廊。他满意

地说：“这样的‘赶场子’让人乐此不疲，回味

无穷！”村头和村中的两个移风易俗打卡点，

人们纷纷拍照留念，铭记着文明过节的新理

念，践行着文明过节的新风尚。

不远处，村民赵学义的骑马点大人小孩

围得水泄不通。“趁着张家塔村浓浓的年味，

让马儿再给自己赚点零花钱，这几天人多，

骑一次 10元，一天能收入 1000多元，就是累

了点！马儿是我们一家人的好帮手，耕地、

拉车样样都行。”赵学义笑眯眯地说。张家

塔村村委会成员王建花说：“今年春节村民

个个精神抖擞，积极参与各项活动，光摊位

就有 30多个，摊主们笑得合不拢嘴。”

傍晚时分，有着倒“福”字形状的古村落

灯光亮起，整个村庄都变得流光溢彩，广场

上、路两旁，五彩缤纷、色泽艳丽，美轮美奂，

游客们纷纷驻足观看、拍照，试图留住这绚

丽的瞬间。火红的灯笼、喜庆的春联、古色

古香的明清建筑相映成画，整洁秀美的古村

落年味十足。

看着火红的灯笼，感受着浓浓的年味，

张家塔村村民张彩勤激动地说：“现在村里

越来越美了，村民日子越过越好了，致富奔

小康的劲头越来越足了！祝愿我们张家塔

村老百姓的日子就像灯笼一样红红火火。”

夜色中、灯光下，民宿香蒲小院里游人

进进出出，好不热闹，欢声笑语从小院“飞”

出，这预示着张家塔村将焕发出新的活力，

正向着建设美丽幸福乡村迈进。

1 月 28 日 18 时，文水县供电公司

西城乡供电所员工高国强在杭城村帮

返乡居民姚文儿更换完家里的开关后

又返回了供电所。同一时间，西城乡

供电所的员工梁 、王忠强等人在处

理完各自服务的村庄工作后也不约而

同地返回了供电所。

肉丸子、肉炒粉皮、皮冻和粉丝凉

菜加上一盘饺子，是西城供电所的年

夜饭，也是高国强自 2000 年参加供电

所工作后在供电所吃的第二十五次年

夜饭。

简单吃完饭后大家围坐到电脑上

各自查询自己变台的负荷曲线并随时

准备接听电话。到了 20时 30分左右，

因居民电磁炉做饭的减少，西城乡供

电所供区内整体负荷开始下降，高国

强一行人根据刚刚的负荷情况，对负

荷较大的杭城 3 号等几个变台结合杭

城村“仁义社火节”灯展情况排好巡视

计划，开始外出巡检。

因近期寒潮降雪的原因，此次春

节保供电不仅受电采暖负荷增加的冲

击，也给巡检交通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当 20 时 40 分到达杭城三号变压

器附近时，因道路上积雪未消外加机

动车碾压，路面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

积冰，高国强等人手持测温仪、扛着绝

缘梯迈着小碎步、一步一滑的靠近了

配变，开始了巡检工作。

“变压器设备线夹温度正常，咱们

测一下配电箱内开关的情况吧。”手持

测温仪的高国强对王树强说。

当 测 完 杭 城 3 号 台 区 的 变 压 器

已 经 是 21 时 。 紧 接 着 ，高 国 强 一 行

人又对杭城村“仁义社火节”灯展和

其他负荷较高的配变进行了巡视，当

巡 视 完 回 到 供 电 所 已 经 是 23 时 40
分。

“每年除夕夜都能看到供电员工

的身影，怪不得这几年的供电越来越

可靠了！”杭城村居民姚伟说。

“舞”出一个红火年
——“年味张家塔”年俗活动见闻

□ 本报记者 张文慧 通讯员 肖继旺

图为精彩纷呈的舞狮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

除夕夜里的“光明使者”
□ 本报记者 冯凯治

通 讯 员 成壮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