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夕夜，市妇幼保健院产科一病区灯火

通明。走廊间、护士站里、手术室内……医护

人员有条不紊地忙碌着，迎接“龙宝宝”。

“孩子要出生了，我很激动，没想到俺家

宝儿能成为医院的第一个‘龙宝宝’。”2 月 10

日凌晨 2 点 10 分，38 岁的市民温泉拖着红皮

箱、带着大包小包的婴幼儿用品，陪妻子辛利

生产，这是他们的第二个孩子。

在医护人员的指引下，温泉和母亲陈延

枝安置行李、准备婴幼儿用品，忙得不亦乐

乎。

“孩子的名字我们已经起好了，叫温梓

荣，希望孩子乐观自信，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温泉放下背包，整理了下衣服，拜托记者一会

儿帮他和孩子拍第一张合影。

凌晨 3 点 46 分，

孩 子 降 生 ，男 宝 ，

3.85㎏。襁褓中的婴

儿面色红润，让人欢

喜。温泉抱着孩子，

笑得合不拢嘴：“感谢医护人员的坚守，让母

子平安、一切顺遂。”

刚下手术台的医生王静莉显得有些疲

惫，她扒拉了两口丈夫和孩子送来的饺子，招

呼旁边的护士和医生一起吃。

2月 9日除夕夜，王静莉的丈夫带着儿女

给她送来白菜羊肉馅饺子，听说还有几名护

士值班，索性就多准备了些。

“正忙着呢，你们赶快回去吧，要听爸爸

的话。”王静莉忙着招呼新入院的产妇，打发

孩子们先回家。上班 17 年，除夕夜值班已成

为常态，她和家人早已习惯。

护士杨利娜也带了饺子给值班的医护人

员。杨利娜今年 44 岁，工作已经 24 年，每年

除夕都会主动要求值班。“我就住在市妇幼保

健院家属院，来去方便。”杨利娜说，她母亲也

曾在医院工作，全家人对医护人员的工作都

很理解，多年来都很支持她。

今年春节，对医生张梦瑶来说有着特别

的意义。“这是我结婚后的第一个春节，从早

上一直忙到现在，我还没来得及跟老

公说句新春快乐。”张梦瑶笑着说。

换药、查房、登记……2月 10日凌

晨 5 点，市妇幼保健院产科医护人员

依旧忙碌着。护士李贝贝用嘶哑的声

音接待办理入院的产妇。“工作哪有不

辛苦的？你换个角度看，就会发现工

作中的无穷乐趣。”李贝贝说，她最喜

欢听新生儿的啼哭声、看大家抱着孩

子喜悦的笑脸，产科是孕育生命之花

的摇篮。

2月 10日，市妇幼保健院共迎来 11

个“龙宝宝”。 （本报记者 王亚楠）

产科医护人员：通宵静候“龙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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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永军 摄

④温泉喜悦地迎接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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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 年 春 节 是 滑 雪 教

练蔡昌峰在天龙池滑雪

场度过的第三个春节。

2月 15日上午，正月初六，

位于鲁山县尧山镇的天龙池滑

雪场游客爆棚。“身体下倾，速

度放慢，保持住姿势。”在初级

雪道上，蔡昌峰耐心地指导游

客滑雪。

蔡昌峰今年 44岁，是黑龙

江哈尔滨延寿人。“我家紧挨着

雪乡亚布力，我从小就在雪上玩。”他说。

虽然从小就会滑雪，但要成为一名滑雪教

练，还要经过专业培训。获得滑雪教练证书后，

蔡昌峰到吉林、陕西、河南的多个雪场从事滑雪

教练工作。

“天龙池滑雪场海拔高、雪质好，在河南的

雪场里属于一流。在这里，我们黑龙江来的教

练有二十多个。”蔡昌峰说。

天龙池滑雪场修建于 1300 余米的高山之

上，开放已有 13年，举办、参与多个冰雪活动，今

年 1月被认定为河南省 8 个体育旅游示范基地

之一。

自此次雪季开业以来，除了春节前因暴雪

封路歇业 5 天外，天龙池滑雪场每天都有游客

前来，除夕和大年初一也不例外。

当天上午 8时，蔡昌峰和同事们统一着装，

在雪场 4 楼雪具大厅门口迎接游客。“新春愉

快，欢迎光临。”他们热情地与游客打招呼。

指导游客按照规范换上滑雪装备后，蔡昌

峰会先讲解安全事项，然后示范动作要领。“做

滑雪教练一定要有耐心，有些学员小，特别要注

意安全。”他说。

天龙池滑雪场董事长石信昌这些天一直在

雪场，与教练们一起过春节，“教练们都不容易，

干这份工作，春节回不了家，不能与家人团聚。

我得让他们在这里吃好、住好，除夕、初一都有

饺子，还准备了东北人最爱的‘杀猪菜’，让教练

们有家的感觉。”

“想家啊，咋能不想啊，这次出来已经有两

个多月了，除夕跟家人在视频里相互拜年，泪都

快掉下来了。”蔡昌峰说。

雪季过后，蔡昌峰就要回到老家，到工厂里

继续打工。“河南人挺热情的，说话比我们东北

人温柔多了，在鲁山这几年很开心，下一个雪季

我还来。”他笑着说。

（本报记者 常洪涛）

来自雪乡的教练：
鹰城热情似“尔滨”

2 月 10 日上午 10 时 30 分，国网平顶山供电

公司变电运维中心程庄变电站主控室内，运维

班班长范文杰等 3位值班人员正聚精会神地盯

着电脑，屏幕上显示着变电站接线图、远方仪器

仪表的数据等信息。

作为市区电网重要集控站程庄变电站的站

长，今年是范文杰在变电站过的第六个春节。

当天一早，范文杰就来到变电站，换好工装后立

即到主控室交接班。

按照公司春节保电方案要求，范文杰和同事

们对变电站开展“地毯式”巡视，对主变压器、套

管、开关接头等重要设备进行测温，确认开关位

置是否正常、设备运行过程中是否存在异响；及

时清理变电设备套管和瓷瓶上的灰尘；加强主变

油色谱、充气设备压力检查；结合视频监控，采用

红外测温等方式对高空设备进行检查……

乍看起来，变电运维工作似乎没啥难度，但

事实并非如此。变电运维人员需要 24小时值班

值守，用耐心、细心守护变电站的平稳运行。“你

用电，我用心。”范文杰笑着说，如果自己的坚守

能让居民用电无忧，他备感自豪。

范文杰所在的程庄运维班负责市区中南部

10 座变电站的现场巡视、倒闸操作、运行维护、

带电检测、异常及事故处理等工作，管辖 220千

伏变电站两座（程庄变、计山变），110 千伏变电

站 8座（建设变、中兴路变、新华变、体育村变、五

一路变、光明变、北渡变、凌云变），担负着市区

大型化工企业、煤矿、通信、水厂、医院、学校等

重要场所及居民生活用电任务。

团圆是春节的主题词，但对供电公司人员

来说，他们的春节多了一分坚守、一分责任。为

了保障电力供应，他们放弃了与家人团聚的机

会，夜以继日地守护电网设备安全运行，保障新

春佳节万千居民的正常用电。

春节期间，有很多像范文杰一样默默坚守

在保电一线的工作人员，他们舍小家为大家，用

实际行动守护光明，照亮万家灯火。

（本报记者 张永军）

变电运维人员：用心点亮万家灯
春节，对大家来说是团聚，也是陪伴；对警

察而言，是责任，更是使命。

2 月 10 日，大年初一，天刚蒙蒙亮，香山脚

下户外气温只有零下 3℃，上山的道路已是人

潮涌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治安管理支队民

辅警早早到岗，吹着哨子、挥舞着手臂，在车流、

人流中疏导交通、维护秩序，以警觉的目光和坚

定的身影守护游客平安出行。

“今年春节天气不错，游客比较多，城区车

辆大幅增多，景区更是我们疏导的重点……”正

在香山寺景区巡逻执勤的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党

委委员、纪委书记姜小举说，每逢除夕和大年初

一，公安机关都要做好祈福交通安保工作，不少

民辅警匆匆与家人吃完年夜饭，有的甚至连年

夜饭也来不及吃便火速奔赴岗位，“比起小家，

他们心中更有一个大家”。

来自新华区焦店镇郏山阳村的张柯感受颇

深。“几乎每年春节，我都要和家人来香山寺祈

福，有时天不亮就来，已经看到民警在执勤了。”

她说，有了民警的守护，即使人流再大也秩序井

然。

“俺家孩子找不到了，快帮俺想想办法！”2

月 10日晚 7点多，在二郎山景区，李先生拉着舞

钢市公安局特巡警大队民警杜江豪的胳膊焦急

地说。当天，李先生带着家人到景区游玩，天黑

下山时发现自己 15岁的孩子走散了，找了一个

多小时也没找到。

特巡警队员一面安抚情绪焦急的家属，一

面用通信手台通知景区附近的执勤警力迅速集

结，以孩子最后出现的地点为中心，向周边 500

米辐射寻找。队员们一边寻找，一边喊孩子的

名字，40 分钟后，终于在半山腰二郎神像附近

找到了孩子。

“只要群众满意了，我们的付出就有意义。”

舞钢市公安局特巡警大队大队长赵永凯说。

（本报记者 杨元琪）

人民警察：心系大家护平安

2月 9日早上 6点半，天气严寒，路面的冰雪

还没有完全融化，王林池简单吃过早饭，就匆匆

来到市区开源路南段的荆山物流园圆通速递湛

河分部，一辆快递货车即将开到。

今年 40多岁的王林池是圆通速递湛河分部

的一名分拣员，家住湛河区北渡镇北渡村，在快

递行业工作多年。早上 8点多，从漯河分拨中心

开来的圆通货车缓缓停在仓库门口。占地 2000

平方米的仓库内，机器轰鸣，人声鼎沸，墙上张

贴着邮件快件安全检查制度、收寄验视制度、消

防安全制度等。王林池和工友们流水线作业，

已准备就绪。

在仓库主管温亭的安排下，两名工人开始

卸货。不一会儿，一件件大大小小的快递包裹

被放在传送带上，王林池麻利地让每个包裹条

码朝上，缓缓通过狂扫机。“现在扫描的目的，一

是记录快递数量，二是更新客户的物流信息。”

王林池说。

十几名分拣员站在传送带两侧，认真检查

包裹信息，根据快递单信息，将包裹准确地投放

到各个片区。1个小时后，5000多件快递全部分

拣完毕。

王林池介绍，共有 23个片区，各个片区的快

递员早早地等在这里，拿起把枪，将包裹再次一

一扫描，然后装车拉走派送。

姚孟片区的快递员老董在 8 个破损的快件

上写着“试”。“我们尝试送到，要是客户拒收，我

们就退回商家。”老董说，姚孟片区是湛河分部

最大的片区，一次能派送 300件左右。

温亭告诉记者，春节期间，快递业务量有所

减少，进港货车从一天三趟变成两趟，快递出港

时间也提前到了下午 5点。从正月初一开始，温

亭把员工安排成两班，一班 6人，轮流上班。“我

们的员工大都是周边村民，虽然春节不休息，但

家庭工作能兼顾。我们还给员工发了年货，春

节期间值班的员工有补贴。”

当天是除夕，物流园内依然一派繁忙，快递

车辆进进出出。园内多家快递企业都表示“春

节不打烊”，这个春节，不少“快递小哥”默默坚

守岗位，继续开展快递揽派业务和投诉处理服

务。“虽然很辛苦，但工作需要，干着也有劲儿。”

王林池说。 （本报记者 张超）

快递分拣员：一丝不苟保寄递

“我们没有节假日，越是过年过节就越忙，

只要确保每位乘客能开心出门，平安到家，我

们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2月 14日，连续工作

了 8天的市公交公司第二运营有限公司 6路线

驾驶员王晓华终于迎来了一天的调休。

除夕至正月初一，市公交公司按照惯例派

出 8辆通往香山寺的跨年公交专线车，这些增

派车外观好、车况好，由优秀驾驶员操作，来自

6路线、20路线、26路线、35路线等。

2月 9日 22时，王晓华驾驶公交车到达香

山寺，开始“跨年”工作。“公司专门提供了晚餐

和夜宵。”王晓华说。

“打扫车厢卫生的时候，说实话，真是累得

不想拖地了。”10日凌晨 2点 25分许，王晓华回

到场站，坚持按照流程清扫车辆。当她回到家

中时，已经是凌晨 3时 30分。

2 月 10 日（大年初一）上午 7 时许，王晓华

再次来到了位于市区东环路北段的城北公交

枢纽站，此时距离她离开场站不到 4个小时。

一一察看轮胎、灯光、车内通风、座椅、灭

火器、安全锤，大约半个小时的安全检查，是王

晓华 22 年来每个工作日的必修课，“越是熟

悉，越不能走过场”。

“我排的不是头班车，时间还算靠后。”8时

20 分许，一切准备就绪，王晓华驾驶 6 路公交

车离开了场站。

6 路公交车上贴上了年画，挂上了中国

结。“妈妈快看，好可爱的贴画呀，咱们也在家

贴一个吧。”行至人民电影院站，一名上车的小

女孩惊呼起来。陆续上车的乘客也纷纷感叹，

“这辆车真是‘福’气满满，年味儿十足。”“好漂

亮的公交车，龙年到喽。”

王晓华驾驶的“年味儿车厢”是兔年腊月

廿十装扮的，刚一上路运营就引来乘客点赞声

一片，有的还拿起手机拍照并分享到朋友圈。

这个春节，市公交公司结合春运、春节城

市人员流动等特点，在提前做好车辆运行计划

的基础上，充分运用车辆智能调度系统，大数

据实时监控客流变化，重点加强车站、商场、景

点、集市等点位的运力投放，全力提升城市公

共交通服务品质，保障“温馨运营”。

（本报记者 王孟鹤）

公交车驾驶员：温馨营运一路赞

作为每年除夕的压轴大戏，年夜饭是每个

家庭最看重的一餐。2月 9日除夕夜，市区团结

路如意酒家房间爆满。饭店后厨里，中国烹饪

大师、豫菜大师、豫菜文化传承人张卫东与他的

团队正坚守岗位，在锅碗瓢盆间，为顾客精心烹

调“年味儿”。

后厨里烟火正浓，6名厨师头戴白色高帽、

身穿厨师袍，一一站在巨型灶台边，6口大锅上

下翻飞。灶台对面的调菜台前，4名厨师叮叮当

当地切个不停。传菜的脚步声、对讲机里的催

菜声、刀与菜板撞击的叮当声、大火爆炒声，紧

张而又热闹。

张卫东看着 1 号锅里的热油，“油温差不

多了，赶紧捞，晚了味道就变了”。1 号锅厨师

王朝阳飞快地把锅中的大虾捞了出来，控油

之 后 装 盘 。 另 一 名 厨 师 立 即 对 菜 品 进 行 装

饰，一切就绪之后，传菜小哥端着盘子飞奔出

厨房。

“我们今天早上 5点开始备菜，有些菜必须

要新鲜的，才能保证口感。我们店里没有预制

菜，所有备菜都是厨师们一勺一铲做出来的。”

张卫东说，年夜饭以套餐为主，最简单的套餐也

有十道凉菜、十道热菜、四道面点与两道汤，除

夕夜附赠一份饺子和一个果盘。“店里一共有 35

张餐桌，一桌要上 28 道菜，也就是说要在客人

进房间的 1—2 个小时之内，我们要做大约 980

道菜。”

王朝阳今年 27岁，家就在离饭店不远的三

七街，尽管只有短短几百米的距离，但是他也无

法和家人一起吃年夜饭。“干了这一行，得守这

一行的规矩。其实不光除夕忙，正月初一、初二

都忙。等不忙了，我会给家人做一顿饭补上，家

人知道我学手艺不容易，都挺理解我的。”王朝

阳笑着说。

“我也有好多年没和家人吃过年夜饭了。

一会儿等客人走完了，家人会来饭店找我，我们

一起吃个饭，也算是年夜饭了。”张卫东说。

晚上 7 点，多数房间开始推杯换盏，张卫

东脸上严肃了起来，“我们要进入最忙碌的时

候了”。

对讲机接二连三传来客人要求上热菜的声

音，张卫东与他的厨师团队开启了“疯狂”烧菜

模式。大火烘得厨房内热气腾腾，“软熘黄河大

鲤鱼”“如意虎皮肘子”“大葱烧海参”“富贵龙

虾”……一道道精美的菜品出炉，厨师们的后背

被汗水打湿了。

晚上 8时 40分左右，热菜上得差不多了，张

卫东用手捶了捶腰，“年纪大了，有点站不住了，

当厨师经常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他 16岁入行，

今年 53岁。

晚上 9时 30分左右，客人陆续离店，张卫东

松了口气。“做厨师难，做好厨师更难，不光要有

技术，更要有一分责任，要把健康美味的饭菜呈

现在顾客面前。除夕夜能给这么多家庭带来快

乐与幸福，我们也开心。”张卫东说。

（本报记者 张五阳）

饭店厨师：烹出幸福中国年

2 月 15 日，正月初六，河南双鹤华利药业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边是机器轰鸣，生产线满

负荷运转，另一边是工人忙着拆除原有的玻瓶

生产线，为新建的年产能两亿瓶（袋）的新生产

线腾位置。

当天一大早，生产车间副主任赵秋燕就和

主任王三一起进行日常巡检，察看工人操作是

否规范、物料配备和人员调配是否到位、生产计

划进行是否顺利等。

“产品供不应求，我们一天都不敢多歇。春

节只停了两天工，初三就全面复工、满负荷生产

了。”赵秋燕说，今年是她入职双鹤华利的第十

个年头，“自从搬到工业园区以来，公司生产经

营红红火火，我们的工资也是年年涨，过年上班

有法定加班费，大伙儿干劲儿满满。”

河南双鹤华利药业有限公司前身是平顶山

市制药厂，2012 年被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全资收购，成为华润双鹤在中原地区战略布

局的大输液专业生产基地。2021年迁建至湛河

区工业园区后，该公司投资 2.7 亿元新建 3 条大

输液生产线，并成立医贸公司，建成全智能化立

体仓库。

“我们持续贯彻落实‘低成本、多品种、大规

模、高质量’战略，加上平顶山市良好的营商环

境助力，生产经营形势每年都有一个大跨越。”

河南双鹤华利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梁亚君介

绍说，目前，该公司年生产能力约 2.9亿瓶（袋），

产品有塑瓶、软袋、直立式软袋等多种包装形

式，共计 50 多个品规。2023 年，该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 3亿元，比 2022年增长 47%；净利润实现

3687万元，比 2022年增长 379%；完成税收 2865

万元，比 2022年增长 177%。

“2024 年，我们还有两个大动作。”梁亚君

说，该公司要新建并投产两条生产线：一个是年

产能两亿瓶（袋）的生产线和配套的智能立体仓

库，另一个是 BFS生产线。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公司在前进，我们必

须要跟上步伐，站好每一班岗、担好每一分责。”

赵秋燕说。

（本报记者 孙聪利）

车间工人：产品热销干劲足

“您好，这瓶子里装的

是饮料吗？”2月 9日上午 10

点多，在市客运中心站，安

检员韩玉伟一边观察安全

检查仪，一边向旅客询问。

除夕，对旅客来说，是

春节前最后赶回家团圆的时间。市长

途汽车站、市客运中心站等车站早早排

好了春节停复班明细表，方便旅客回

家。自 2012年起，韩玉伟一直担任车站安检员。

身为“守门人”，安检员要对旅客随身行李进

行安全检查。检查时，安检员注意力必须保持高

度集中，对行李经过安检仪生成的图像认真观

察，及时发现、辨认违禁物品。

在市客运中心站安检岗，记者发现安检员识

别物品又快又准。一位年轻男子的行李箱在过

安检仪时，韩玉伟一眼扫过去便说：“5双鞋子，没

问题！”还没等记者反应过来，她的目光已经移向

下一位乘客的行李了，此时记者刚刚看出来行李

箱呈现一大片橙色。“一般可以根据行李 X 光图

像呈现出不同颜色的浓淡和形状来辨别物品，例

如常见的棉被、塑料瓶呈现橙色，玻璃杯呈现绿

色，口红呈现蓝色。”韩玉伟解释道。

哪些是危险品，哪些是限制运输物品，安检

员都要迅速识别出来，保证旅客快速通行。春运

期间，客流量较平时增加了许多，安检员的工作

量也随之增加不少。尽管每天要对上千名旅客

的行李进行检查，但韩玉伟和同事们反而更加细

心严谨。

除了认真看、仔细做，更要有耐心。“累一点

儿不要紧，旅客的理解和配合度都比以前高了。”

韩玉伟和同事们表示，近年来，携带违禁物品的

旅客少了很多，现在主要是做好劝阻工作，我们

要不断向旅客解释，为什么这些物品不能带上

车、应该怎么处理，有时候需要协助旅客完成物

品托运、暂存等。

安全无小事，安检工作守护的是千千万万个

家庭。“每一位旅客能够平安回家，这是我们工作

的意义。”韩玉伟心满意足地说。

（本报记者 程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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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龙年春节，格外欢庆、盛大。万家团圆时，总有一些特殊的岗位

需要坚守，一些舍小家、顾大家的人在默默奉献，他们是维持秩序的

警察，是保障畅通的长途运输人员、公交车驾驶员，是用心点亮万家

灯的变电运维人员，是医护，是车间里的工人、快递行业从业人员，

是各行各业的假期值班人员。

他们在坚守的岗位上，唱响了一首奉献之歌。向坚守者致敬！

客运安检员客运安检员：：火火眼金睛察秋毫

在
坚
守
的
岗
位
上
，看
见
奉
献
的
鹰
城

环卫工夫妻：
甘做城市“美容师”

2月 10日，大年初一。凌晨 4时 30分，很多

人还沉浸在睡梦中，市湛河区环境卫生服务中

心的环卫夫妻档田遂荣、刘春英二人已准备妥

当，与同事们在市区新华路南段开始了当天的

清扫工作。

“俺俩早上 3 点半起床，4 点准时出门。”夫

妻二人家住市湛河区高阳路街道召村。丈夫田

遂荣今年 66岁，2004年起在湛河区从事环卫工

作。妻子刘春英今年 65岁，已在环卫岗位上工

作了 21个年头。

田遂荣负责湛河区黄河路东段路面、绿化

带的清扫工作。刘春英是一名路段管理员，负

责道路巡视、清扫作业、检查路面清扫情况等

工作。

“安全生产无小事。”刘春英说，由于环卫工

人中有不少是中老年人，而且要在路面工作，她

经常提醒同事们，要格外注意安全。

“春节期间，是我们最忙的时候，工作量比

平时多出不少。”刘春英说。

田遂荣夫妻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从西安邮

电大学毕业后在北京从事人工智能研发工作，

现在已经在北

京买房结婚，娶

了一个北京媳妇。二儿子毕业于郑州大学，目

前还没有成家，也在北京工作。

“年前大儿子打电话，让俺老两口去北京过

年，但我们实在是去不成啊，二儿子专门从北京

回来啦。”田遂荣说。

20 多年来，夫妻二人早已养成了每天早睡

早起的习惯。“这活儿干起来很枯燥，但再枯燥

也总得有人干啊。”刘春英说，有人形象地把环

卫工人称为“城市美容师”，她觉得这是对这个

行业的赞誉和褒奖，要坚守好这“一亩三分地”，

给市民提供干净整洁的环境。

“干一行就得爱一行，看到路面干净，俺们

心里也特别舒服，也很有成就感。”田遂荣说，虽

然环卫工作干起来挺辛苦，但是也锻炼了身体。

记者从市城市管理局获悉，春节期间，我市

主城五区 3855名环卫工人、保洁人员坚守岗位，

出动车辆 460余台次，清运生活垃圾 9615吨，全

力保障了鹰城环境干净整洁。

（本报记者 张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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