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廖明
通讯员/夏四亮

2月 2日，虎年新春大年初二，醴娄高速
湘江特大桥 13 号墩桩基项目施工现场，安

徽池州人许小明和班组的另外 8 个同
事，仍坚守在工作岗位。

江面上的风，将插在便桥上的
旗帜吹得猎猎作响，零星的雪籽
在风力的加持下，砸在脸上犹如
针扎。

13 号墩位于湘江江心，经施
工便桥走到桩基施工的位置，差
不多要近 6 分钟。与许小明碰面
时，记者已是被吹得遍体生寒。

许小明将记者引进施工平台
上的一个临时小窝棚里，开水壶、

电烤炉和毛毯，是他和工友们避寒取
暖的“三件套”。

窝棚挡住了大部分的风，抬头就能
看到正开足马力运转的冲击钻机。13号墩共
需浇筑桩基 15根，当前有 5根正在施工。

“5台机器，就是 5根桩，最深要打到 100
多米。”许小明介绍，13 号墩所处的位置，地
下地质条件复杂，施工难度极大，因此进度
比 11号墩、14号墩慢了些。

进 度 慢 ，就 加 班 加 点 地 赶 。这 也 是 他
和他的班组，决意春节期间不停工的主要

原因。
冲击钻机的钢缆，将十余吨重的钻头卷

起又放下，沉闷的响声，从江面以下 60 多米
的深处传上来，这是钻头打在地底岩层上的
声音。

“老顾，去看看 3 号机，确定一下钻头的
位置！”

听到许小明的安排，顾显斌从另一处窝
棚里钻了出来。只见他快步走到 3 号机的位
置，用手把住一根钢缆，从钢缆的震动、泥浆
的状态，判断一切正常。

顾显斌介绍，桩基施工的位置，地下有
岩溶结构发育，一旦打到了这样的位置，还
要往地下浇筑混凝土，“麻烦得很！”

顾显斌是黑龙江人，但面对江面上的冷
风和冬雨，这个东北人依然觉得“顶不住”。
热茶喝了一杯又一杯，让同班的邵东工友江
伯池不停打趣，笑称他是个“假东北人”。

当天同班的工友里，除了江伯池是湖南
人外，张红义来自信阳，展国忠来自驻马店，
任印都来自洛阳。

“ 大 家 都 是 上 有 老 ，下 有 小 ，大 过 年
的，谁不想回家团圆呢。但是工作需要，留
在项目上了就好好干！把进度赶上去。”许
小明说。

远处的苍霞村，有烟花升空炸响。醴娄
高速湘江特大桥 13号墩的桩基施工区域，冲
击钻机声隆隆。

坚守在湘江江心处
——醴娄高速湘江特大桥 13号墩

桩基施工现场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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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张波

俗 话 说 ，正 月 初 一 登 高 祈
福，祈祷新一年“步步高”。2 月 1
日（正月初一）一大早，芦淞区庆
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5名医
护人员已出门“营业”，他们要根
据名单上门去做核酸采样。

“穿上最美的新衣，去‘登高’
呀！”31岁的年轻医生周英姿和同
事万骄眉边开玩笑，边套上防护
服。周英姿说，医护人员以前上门
采样，俗称“上户”，但因为当天是
大年初一，所以她特意将其改为

“登高”，寓意新年吉祥。
庆云街道需要采样的居民

家住得比较分散，为了保证所有
的人都能尽早尽快地应检尽检，
周英姿和万骄眉身着“大白”防
护服，选择弃车骑“驴”，骑着电
动车，开始忙碌的采样工作。

目前，株洲上户核酸采样的
对象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国内中
高风险区域返株，纳入社区健康
监测的人员；一类是国外入境或
国内中高风险区域返株，集中隔
离后转居家健康监测的人员。

当日上午 8 时，二人到达湘
江四季花园小区。一名从天津回
株的大学生执行居家健康监测。
到达所在楼层，周英姿敲开房门，
备好采样管和采样器，熟练地完

成咽拭子采样。采集完核酸后，万
骄眉对大学生进行体温监测。

离开前，这位学生的家长特
意送给两位医护人员每人一个
苹果。家长说，希望新的一年大
伙都平平安安。

由于大年初一上午空中飘
起小雨，防护服的脚套变得异常
湿滑，周英姿下楼时溜了一下，
摔 了 个 屁 股 墩 ，痛 得 她 咬 牙 咧
嘴。“小周，你慢点走。”万骄眉不
忘关心身边的周英姿。

就这样，两只“大白”硬是互
相鼓励着完成了 8个小区 9户 46
人的采样工作。

11 时，周英姿和万骄眉返回
庆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
采集到的样本送到第三方检测
机构，接着开始盘算下午的任务
量。

周英姿也是一名 1岁孩子的
妈妈。当天，她的孩子还发烧了。
周英姿在中午休息时间，才敢躲
在房间里和孩子开一会儿视频。

事实上，在疫情常态化防控
时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除基本
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还承担了
核 酸 采 样 等 重 要 任 务 。上 班 十
年，每年的春节长假，周英姿都
会在单位值班。她说，基层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人手少、负担重，
自己必须快速成长，与同事们并
肩而立，成为最可靠的战友。

周英姿上户进行核酸采样。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杨凌凌 摄

两只“大白”彼此鼓励
完成新年“登高”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周蒿
通讯员/谭洪汀

2 月 1 日，大年初一，上午 10
点多，为两位集中隔离观察对象
送餐、量体温、核酸采样等一系
列工作后，作为石峰区明峰宾馆
集中医学观察点的春节值班人
员，来自田心街道卫生服务中心
的 医 务 人 员 龙 专 ，终 于 抽 出 空
来，给远在邵阳老家的父母打了
一个拜年的视频电话。

“我这边一切都好，你们无
需挂念。”龙专在电话一端，轻声
安慰在远方牵挂着自己的亲人
——这已经是她第二次在疫情
防控一线迎来农历新年了。

“趁着自己现在还是单身，
尽量多为有家庭的同事多分担
一 些 ，她 们 比 我 更 希 望 回 家 过
年。”春节前，虽然已经有一段时
间没有回去与父母团聚了，但当
得知集中隔离点在春节假期中
需要有医护人员值班时，龙专仍
主动报了名。

明峰宾馆隔离点最多时有 6
位隔离人员，截至 2月 6日，仍有
4位隔离人员在接受集中医学观
察，他们分别来自境外或国内中

高风险区，春节假期，只能在隔
离点接受医学观察。

贴窗花、贴对联、挂灯笼、装
饰房间……春节前，经过工作人
员的一番精心装扮，集中隔离点
内，浓浓的“年味”扑面而来。

派送窗花、年花、挂饰等春
节装饰品，由隔离对象按照喜好
进行房间布置营造节日氛围；精
心为隔离对象准备年货大礼包
等；提高餐补标准，免费为隔离
对象提供丰盛可口的年夜饭；帮
助隔离人员与家人“云团聚”，疏
导他们的情绪；区级领导带队为
隔离对象送上春节慰问，向他们
表达问候和新年祝福……

“尽管不能回去与亲人团聚，
但一定要让隔离对象体会到家的
温暖。”石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了让大家在隔离中过一个温暖
年，该区精心部署了“五个一”的
活动，以更加精细化的措施为隔
离对象提供支持和保障。

“感谢所有工作人员带给我
们返乡人的温暖，这个虎年，很
特别。”大年初一一早，集中隔离
观察对象李女士等人特意在微
信群向工作人员致谢，送上了最
早的新年祝福。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记者/肖捷 通讯员/汪子涵） 春节意味着团圆，但也有一些人放
弃了团聚，在低温寒风的户外坚守岗位，为城市运行忙碌着，用坚守写出了自己的“敬业福”。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
记者/李毅哲

“ 儿 子 又 要
缺席今年的年夜
饭了，因为我是
一 名 消 防 战
士 。”大 年 二 十
九 ，在 与 父 母 和
妻子的视频对话
中，31 岁的韩建龙
又把这个用了十三年
的“借口”搬了出来。

韩建龙 17岁从江苏宿
迁来到株洲，成为天元区消防
救援大队的一名消防员，经过14年的锻
炼，现在已经是消防战线上一名名副其实的老兵。

“当了 14 年的消防员，13 个春节都坚守在岗
位，说不想家，肯定是假的。”韩建龙说，“没有时
间陪伴家人，真的很愧疚，尤其是我两个孩子。”

今年队里的团圆饭是中午吃的，很丰盛，但
韩建龙和队员们始终绷紧“安全”的弦。

得益于平日消防的大力宣传，市民目前消防
意识普遍很高，因此，今年春节的出警次数较往
年少了很多。

“总有人要留下来坚守，我坚持这样的选择，
父母和妻子也支持。”韩建龙说，父母常跟他说，
既然选择消防员这个职业，就要做到最好。

“检查一下无齿锯……”韩建龙说，“我们随时
都可能要出警，只有确保每辆消防车和每一件装
备性能良好，才能在关键时刻确保万无一失。”这
样的检查，每天要进行3次，春节期间
更是不放松。

春 节 期 间 ，仅 天 元
区消防救援大队就有
20 余名消防员默默
坚守在岗位，守护
市 民 平 安 过 节 ，
他 们 是 最 美 坚
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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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掌上株洲
记者/沈全华
通讯员/阎俊 李星

“妈，你们好好在家过
年。我要出发巡逻了！”

穿好警服、带上装备……1月 31日（大年二十
九）早上 7时 50分，荷塘公安分局茨菇塘派出所
民警刘丛平挂断与益阳安化老家母亲的视频通
话，发动警车开始新一天的巡逻任务。

在除夕这个阖家团圆的日子里，道路上空荡
荡的。万家灯火时，刘丛平依然穿梭街头，为辖区
群众平安过年保驾护航。

刘丛平出生于 1997年，从警校毕业后来到株
洲，成为茨菇塘派出所一线刑侦民警。当时，正是
株洲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高峰期，这成为他
步入社会的第一个挑战。这一年，他第一次没有
回家过年。

茨菇塘派出所辖区涵盖了钻石路、汽车城及
新华东路部分区域等。因处于闹市区，这里的群
众报警比较多，平均每天的有效接警量多达 15

条。不管是刑事案件，还是群众纠纷，年轻的刘丛平总是抢着干，
特别是一些大案要案的攻坚，总少不了他的身影。因表现突出，他
获得荷塘公安分局“个人嘉奖”。从警 3年，已经办理大小 100多起
案件，成为新型办案手段的探索者。

今年又没能回家过春节，尽管牵挂远在老家的父母和亲人
们，刘丛平的内心却无比坚定：“我对警察这个职业、株洲这个城
市非常认同。我不来守护株洲的平安，谁来守护呢？”

晚上 10时，一天的巡逻结束了，辖区一切平安。所内值班战友
们准备了一桌简单的年夜饭，大家围在一起共庆新年的到来。

他们的春节 一直在“路上”

1 月 30 日，在人们欢天喜地置办年货
准备过年时，快递小哥胡勇却还在忙着

整理包裹、给客户打电话配送。由于
今年公司实行“春节不打烊”政策，

因此快递网点春节期间必须有人
留守，确保包裹及时配送。

“春节期间的快递其实不多，
但有的话都是急需的，我们不能
耽误人家。”已经在申通网点工
作 2 年 的 胡 勇 ，选 择 在 春 节 期
间，继续为信任他、需要他、期待
他的客户送去货物和祝福。胡勇
平日负责的投递区域为荷塘区的

红旗中路、长寿路等路段沿线，这里大小型
公司较多、小区林立，快递业务格外繁忙。

“最难开口的就是跟家人说今年不能休
假回家过年了，他们都说理解我，这让我心
里更不是滋味。”提起家人，胡勇的情绪有点
低落，但很快，他又整理好情绪，麻利地开始
了工作，从货车卸货到扫描快件，再到配发
短信，操作熟练、一气呵成。

“我自己苦点累点都没关系，重要的是
大家能开开心心地过个好年。”胡勇笑着说。
春节期间，他依然穿梭在大街小巷的“最后
一公里”，为荷塘市民服务，将包裹送进千家
万户。

胡勇骑着快递车奔忙的大街小巷，也
一如往常地干净整洁。

1月 31日，凌晨 4点，室外寒气逼人，很多
人都还沉浸在梦乡之中。可在城市的大街小
巷，环卫工人们却早已到岗，默默地做着道
路清扫、垃圾清运等环卫服务工作。易爱国
就是其中一员，他已经连续 14年坚守在环卫
岗位。

“每次过春节的时候，我们的工作量就
比平时多出好几倍。每天早上 4 点钟我们到
指定的区域普扫、清运垃圾，白天分三班巡
回保洁，现在虽然天气比较冷，比较辛苦，但
能为大家提供洁净舒适的环境，我们也很开

心，很知足。”
环卫工人倪细武也表示，“今年又轮到

我值班，我们这份工作起早贪黑的，也照顾
不上家里人，但是我也从来没有想着放弃，
我们的城市越来越干净漂亮了，作为一名环
卫工人挺自豪的。”

像易爱国、倪细武一样的环卫工作者
们舍小家、顾大家，长年累月默默奉献在
环卫一线 。春节期间 ，荷塘区共有 1100 余
名环卫工人坚守岗位，忙碌在荷塘区的大
街 小 巷 ，每 天 清 理 垃 圾 230 余 吨 。过 年 对
于他们来说与平时没有两样，不回家已成
了常态。

除夕的大清早，7点 20分，荷塘交警大队
四中队中队长易建国早已和他的同事们准
备就绪，迎着刺骨寒风各自“钉”在自己的岗
位上，双眼凝视着马路上往来的车辆、行人，
坚守着“平安”。

直到路面上的车辆明显减少，易建国掏
出手机看时间，这才发现竟然有 3 个未接电
话，来电的是他的母亲，他赶忙找了个角落
打回去。

“一大桌子热腾腾的团年饭都快凉了。”
电话那头，妈妈急切地说道。“妈，我这可能

还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回来，要不你们先吃，
别等我了……”话没说完，易建国挂断电话
又赶紧站回岗位。

自从他走上交警的工作岗位，家里的团
年饭就一年比一年吃得晚……庆幸的是，在
易建国和同事们的共同奋战下，荷塘区春节
期间路畅人安。

“一家不圆万家圆，再苦再累都值得！”
这是易建国和他的同事们最真实的心声。

春节期间，在医院、在车站等一线的普
通岗位上，这样的故事从不停歇……

您的快件正在派送中
“喂，你好，申通快递……”

环卫工除夕加班加点

交警“不打烊”，一直在“路上”

集中隔离点里的
农历新年

正月初五正月初五，，韩建龙在天韩建龙在天
元 区 政 府 准 备 升 旗 仪 式元 区 政 府 准 备 升 旗 仪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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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丛平在派出所门口刘丛平在派出所门口
留影留影。。 通讯员供图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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