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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在修建难度最大

的南口至八达岭段，京张

铁路总工程师詹天佑设

计了“之”字形线路。从

“人”到“大”，这一“横”写

了110年。京张铁路，中

国第一条自行设计建造

和运营的铁路。京张高

铁，中国第一条智能化高

铁线路。铁路人说，没有

第一条京张铁路，就没有

现在的京张高铁。

本报讯 江西省人社

厅发布的消息显示，目

前，江西省已累计制发社

会保障卡 4591 万张，覆

盖全省98%的人口，并初

步实现了在交通出行、旅

游观光、文化体验、公共

服务、待遇补贴、医疗健

康、创业融资等七大领域

的“一卡通”应用。

据了解，江西省通过

将社会保障卡打造成统一

的政务服务卡，全面建立

覆盖省市县乡的四级社会

保障卡服务网络。使用身

份凭证功能，实现公共服

务“一卡通办”；推出优惠

政策和便捷服务，推动各

类政府待遇补贴“一卡通

领”；推动在旅游观光领域

的应用，实现旅游观光

“一卡通游”……在社会

保障卡的“方寸”之间，群

众得以高效便捷地享受

多项服务。

与此同时，江西持续

推进社会保障卡在医疗健

康领域的深度应用，目前

全省居民可持社会保障卡

实现基本医疗保险、大病

保险、重大疾病补充保险

和医疗救助的“一站式、一

单制”即时结算，全省43家

大型综合医院启用社会保

障卡代替就诊卡，实现挂

号、诊疗、查询、结算等就

医全过程“一卡通”，有效

解决“一院一卡、一人多

卡”等就医问题。

（范 帆）

□ 徐海涛 陈一帆

国庆黄金周期间，各地迎来

旅游、探亲等出行客流高峰，一趟

趟列车奔驰在祖国大地。车厢

里，不时响起的列车广播，成为旅

途的温馨陪伴，这声音的背后有

着时代的变迁。

“我1974年担任列车广播员

时，南宁至北京，往返需要6天，

那时车速相对慢，列车广播节目

特别受欢迎。”今年70岁的刘燕琼

对早年工作场景记忆犹新，一台

灰白色的唱片广播机，一沓厚厚

的自制剪报以及一个裹着红布的

有线话筒，是车厢“迷你”广播室

的必备。

“虽然工作空间不大，但是我

们传递的内容却包罗万象。”刘燕琼

说，除乘车信息、安全事项等内容

外，很多广播节目由广播员自编

自排。为丰富旅客的旅途时光，

广播员利用休息时间，广泛搜集

新闻资讯、曲艺相声、生活小贴士

等素材，分门别类做好编排，并反

复练习。

从20世纪90年代起担任列

车广播员的饶立嘉出身铁路家

庭，她说，当时新型内燃机车逐步

取代旧式火车，不仅车速提升，车

内各项设施也得到改善。

列车更新换代，人们的生活

水平也在逐步提升。“不同时期，

列车广播内容变化大，比如外出

旅游的人越来越多，沿途美景、美

食介绍就更加丰富。”在饶立嘉家

中的书柜里，自制剪报已堆了10

本。在她看来，车厢里播报内容

的变化和车厢外日新月异的城乡

风貌，都是时代发展的生动注脚。

进入新世纪，铁路线更趋繁

忙。在技术更新换代中，空调列

车逐渐普及，广播设备由磁带机

变成CD机，自制剪报逐渐退出

舞台，一些内容较多、时间较长的

广播节目由广播员提前录制，上

车后再按时播放。

徐卓辉在2000年~2006年

间担任列车广播员，是当时为

数不多的男性列车广播员之

一。他说，随着音乐手机、MP3

等电子产品出现，旅客的娱乐

休闲方式有了更多选择，但列

车广播服务依旧发挥着不可或

缺的作用。

“比如，遇到旅客突发疾病，

我们要马上通过广播寻找列车上

的医护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救

治。”徐卓辉说，为方便残疾旅客，

部分列车还压缩广播室面积，腾

出一个专门供残疾旅客使用的空

间。每到中秋、春节等传统佳节，

列车工作人员还会策划节目和活

动，给旅客送上节日祝福。

进入高铁时代，一条条铁路

线不断开通，中国高铁路网越

织越密。与此同时，列车广播

方式也在不断调整，“无干扰”

旅途播报服务广泛铺开。2019

年4月起，在中国铁路南宁局集

团有限公司担当值乘任务的动

车上，一个女孩成为旅客“最熟

悉的陌生人”。

这个女孩叫李牧洵，是一名

“90后”铁路职工。“现在许多动

车、高铁不再设置广播员岗位，城

市简介、到站信息、安全提示等列

车广播都是我提前录制的，由乘

务员负责播放。”李牧洵说，列车

广播方式和内容不断调整，核心

一直是为旅客提供更加人性化的

服务。

在不同的时空，一代又一代

列车广播员用声音温暖广大旅

客，他们的声音也为时代留声。

本报讯 10月8日是

今年“十一”黄金周假期的

最后一天，中国铁路武汉局

集团有限公司迎来返程客

流最高峰，当天发送旅客

63万余人次，其中武昌、汉

口、武汉三大车站发送21

万余人次。“十一”假期，武

铁加开列车891列，累计发

送旅客476万人次，为去年

同期的七成；其中，武汉地

区三大车站发送183万人

次，为去年同期的七成。

10月 1日，武铁发送

旅客69.2万人次，其中汉

口站发送旅客 15.9 万人

次，均为今年以来最高值，

为近期日常发送人数的两

倍以上。“十一”假期，武铁

日均发送旅客 50多万人

次，创今年以来新高。

据武铁客运部负责人

介绍，“十一”假期，武铁做

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工

作，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

案，根据旅客需求提升运

能。当前，旅客乘坐动车

出游成为首选，“十一”假

期，武铁加开 827列动车

方便旅客快速出行，同时

将武汉至天津、广州、南

京、重庆等地的60余列动

车重联开行提升运力，共

有320万人次从武铁管内

各站乘坐动车出行。

此外，武铁努力做好

假日期间的货运列车装卸

组织，“十一”假期日均装

车3700余车，日均发送货

物22万余吨，保障了煤炭、

石油、粮食、食品等物资运

输需求。 （王 贤）

□ 张 超 朱文哲 秦 婧

16时20分，汽笛拉响，从呼

和浩特东开往北京北的G2432

次列车缓缓驶离呼和浩特东站。

这条路线包括张呼高铁和京张高

铁，以张家口为枢纽，向西北连接

呼和浩特，往东南连接首都北京。

去年12月 30日，呼和浩特

至北京高铁开通，全程用时从过

去的约12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

右。“十一”假期，这条连接草原与

首都的线路热闹起来。

车内车外确保行车安全

伴着夕阳的余晖，因金色车

身被誉为“金凤凰”的复兴号列车

在草原上飞驰。

这是G2432 高铁列车长宿

莉莎今天值乘的第4个车次。自

从值乘高铁以来，宿莉莎和同事

们一天会往返约6个车次，这个

频率她在过去完全不敢想象。

“我刚入路的时候在 K574

列车值乘，那时候从呼和浩特

去北京要么坐一个白天，要么

睡一宿。”宿莉莎笑着说。从最

早的绿皮车到如今的复兴号，

“90后”宿莉莎也开始了自己的

“高铁时代”。

国庆假期，列车上的孩子比

往常要多。“小朋友接热水要小心

哦，不要接得太满，会烫到手的。”

看到一个小女孩在电茶炉旁接

水，宿莉莎很自然地接过女孩手

里的水杯，帮她接好水。

每隔一小时，宿莉莎就要

对各节车厢进行一次巡检：整

理旅客的包带、提醒保洁人员

清扫车厢、随手检查洗手液的

液位、手持验票机标记旅客需

求……与平日里活泼女孩的形

象有所不同，值乘时的她多了

些细致与沉稳。

在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

团有限公司的调度指挥中心，

张鹏和高山山正在监控室密切

关注着高铁沿线的“天眼”监控

系统。

“呼和浩特东站与兴和北站

之间一共有1424个摄像头在监

控着高铁线路，一旦有异物入侵

或雨雪灾害，‘天眼’系统就会发

出提示，确保高铁列车的行车安

全。”张鹏说。

高铁沿线市民的新生活

乘坐“金凤凰”，一个多小时

左右就能到张家口。

“旅客们，由北京北开往呼和

浩特东方向的高铁G2409次列

车马上就要进站了……”站在京

张高铁张家口站的候车大厅内，

听着熟悉的站内广播，看着熙熙

攘攘的乘客，66岁的张家口市民

戴秀芝激动不已。

“这里变化太大了！你瞧这

站内的指引标识多明显，你看

那边的工作人员态度多好，你

听播音员的声音多好听！”戴秀芝

说，60多年前老张家口南站开

通后，她就跟随在铁路工作的

父亲居住在南站边上的新车站

社区。从蒸汽机车、内燃机车

再到智能列车，戴秀芝见证了

火车的更新换代和张家口南站

的变化。

“这是京张高铁开通后，头一

次迎来国庆中秋佳节，就想和老

伴到高铁站看看。”戴秀芝一边

说，一边拿着手机拍照。

“以前在车站看到的大多都

是往外走、出去打工的人，现在都

是来旅游的人，口音一听都是北

京、天津的，南方的也有。”

近年来，张家口围绕高铁进

行绿色生态建设，将城区作为景

区来打造。高铁站所在的经济开

发区修建南北两个公园广场，新

建26个街角游园，开展3条生态

廊道建设……一项项景观绿化工

程让城市更美丽、更宜居。

“我们家就住在高铁站对面

的小区里，但看不到路上的车，

因为车都被道路两旁茂密的树

木遮挡住了。”戴秀芝的老伴说，

现在住上了有独立卫生间和厨

房的房子，老两口每天晚上都要

出来散散步，到旁边的公园广场

锻炼身体。

戴秀芝说，早年最好的道

路是用蒸汽火车烧剩下的煤渣

铺就的站前东西路，现在出门

就是宽阔的公园广场、笔直的

柏油马路，繁华便利，城市与自

己的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

“金凤凰”划出一条“横”

驶入北京市区前，“金凤凰”

要穿越八达岭长城景区。跨越百

年，京张高铁的八达岭长城站与

不远处京张铁路的青龙桥站彼此

守望。

1909年，在修建难度最大的

南口至八达岭段，京张铁路总工

程师詹天佑设计了“之”字形线

路。青龙桥站就位于“之”字线的

折返点，轨道在这里一进一出，形

似汉字“人”。

“十一”假期，青龙桥站站长

杨存信和往年一样依然在这里值

班。“京张高铁从青龙桥站的下方

通过，隧道与地面最薄的地方只

有4余米。”杨存信说，京张高铁

的一“横”与人字形的京张铁路形

成了“大”字。

从“人”到“大”，这一“横”

写了 110 年。京张铁路，中国

第一条自行设计建造和运营的

铁路。京张高铁，中国第一条

智能化高铁线路。铁路人说，

没有第一条京张铁路，就没有

现在的京张高铁。

“这个‘大’字不但彰显了

我国的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

更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敢为

人先的民族精神的最好见证。”

杨存信说。

“金凤凰”穿越崇山峻岭上

的八达岭长城，夜幕已悄然降

临。车厢里响起宿莉莎甜蜜的

声音：“各位旅客，我们即将到达

终点站……”

此刻，列车保洁员王凤青已

经开始第4次清扫。从列车进站

到再次发车回呼和浩特，间隔不

到半个小时，她和同事必须在这

期间做完车内清扫，迎接下一批

旅客乘车。

18 时 32 分，G2432 准点到

达北京北站。有人即将回到温暖

的家，有人即将踏上新的旅途。

从“人”到“大”，“金凤凰”将沿着

这条“横”再次出发。

去年12月30日，呼和浩特至北京高铁开通，全程用时从过去的约12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年“十一”假期，这条

连接草原与首都的线路热闹起来。图为高铁列车长宿莉莎在整理车厢行李架。 新华社记者 朱文哲 摄

从“人”到“大”：高铁“金凤凰”飞驰在崇山峻岭间

四代列车广播员：声音里的时代变迁

江西：4591万张社会保障卡覆盖全省98%人口

武汉：“十一”假期铁路发送旅客183万人次

□ 贺 珍

“入股黄铎堡苹果基地

实施村企联营，公司第一年

给村里保底分红5万元，待

苹果基地实现规模盈利后，

根据税后收益按股进行二

次分红”。这是2020年宁

夏固原市原州区的15个村

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入股

宁夏六盘金韵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在黄铎堡苹果基地

召开的第一次股东大会上

达成的一条重要协议。

黄铎堡黄湾村矮化密

植苹果及苗圃示范点是原

州区2019年“四个一”林草

工程主要推广示范点之一，

建设面积2000亩。2020

年，由原州区自然资源局注

册成立了宁夏六盘金韵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作为龙头

企业带动原州区经果林产

业发展，并引进全球最大的

浓缩果汁企业海升集团，在

该示范点建成苹果基地，发

展苹果产业。

“给发展集体经济办法

不多、思路不广的村找一条

好出路”，是原州区一直在思

考和探索的问题。2020年，

原州区探索实施村企联营模

式，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黄

铎堡镇黄铎堡村、张易镇黄

堡村等15个村与宁夏六盘

金韵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开展

股份合作经营，签订入股分

红协议，以国有企业为龙头，

依托黄铎堡苹果基地，按照

“村党支部+国企+基地”运

作模式抱团发展，壮大村集

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

富。原州区委组织部批准在

宁夏六盘金韵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建立临时党支部，吸收

入股的15个村党支部书记

为支部成员，参与组织管理、

监督公司运营。

黄铎堡苹果基地引进

国际领先矮化密植技术、

自根矮化脱毒砧木和优质

品种，高标准建设现代化

苹果示范园。采用“高定

位、高科技、高效益，苗木

良种化、管理机械化、栽培

矮密化、肥水一体化、产品

标准化的‘三高五化’海升

集团苹果种植模式”科学

化运营管理，每亩种植成

本约2万元，丰产期亩均产

量可达到4000公斤，亩均

年净收入在3.6万元左右，

实现“当年栽树、次年结

果，第三年丰产”目标。

截至目前，原州区4个

乡镇15个村集体经济股份

合作社，已向宁夏六盘金

韵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入股

发展村集体经济扶持资金

1358万元，15个村集体经

济股份合作社法人成为公

司股东。村企联营打破了

村集体经济单打独斗的困

境，实现了企业发展、产业

壮大、集体增收和群众致富

有机统一，为原州区发展壮

大村集体经济趟出了一条

富有生机活力的新路子。

党建引领 村企联营
宁夏固原市原州区着力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