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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春运的主要载体是高铁网
络；今年，春运的主要载体又多了一个
快递网络。1 月 17 日记者采访得知，
2022年春运启幕，人员流动的同时，快
递“吞吐”量的增幅也很突出，年货在
城乡之间、省际之间大量流动，一场

“快递货品多流动”的“新春运”悄然兴
起。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就
地过年”获得了更多人的主动响应。

“我这个春节计划留在太原过，周围很
多外地同事也一样，就地过年更安
全。”刘伟是山西中通的一名快递员，
他说公司前几天发出了“就地过年”的
倡议，大家都很理解、支持，还有同事
特意和家人商量后延迟了婚期。

于是，今年春节出现了“有钱没
钱，回家过年”到“网购年货，就地过
年”的转变。这个变化，促使“快递拜
年”新年俗的兴起，年货和思念都随着
快递小哥传递到千家万户。

一般来说，春节收快递是个难题，
但今年春节前，我市各主要品牌快递
企业纷纷宣布“不打烊”，快递随时送
上门成为新常态。“相比去年同期，春
节前的快递派件量翻了一倍，揽收量
增加七成。”中通快递集团山西管理中
心总经理赵晓龙说：“响应就地过年的
人多了，人员流动就少了，这样，快递
就需要多流动，才能确保民生物资供
应充足、流通及时，保障消费者居家也
能过好年。因此，今年快递“吞吐”更

集中已经成为春节前的‘新春运’特
点。”

赵晓龙表示，除了继续通过“春节
不打烊”保障节日期间的运力以外，快
递企业还推出一系列激励措施，为自
愿轮守岗位的快递从业人员提供激励
保障和节日福利。据摸底统计，山西
中通今年留守岗位的快递员占比将超
过四成，“就地过年”人群明显增加、

“年货春运”快速进行，快递小哥们为
有寄递需求的市民做好服务，成为了
快递行业正常运转的重要保障。

所以，今年正月里来敲门拜年的，
或将从相互走访的亲友变成送年货的
快递员。

记者 李涛 通讯员 王晋晶

本报讯（记者 李杰华 通讯员
赵国华）春节即将来临之际，为助推乡
村振兴，情系基层百姓，阳曲县文化和
旅游局于 1月 15日、16日开展“最美全
家福 温暖古村行”助农惠农活动。

活动中，该局和山西同盛房地产

公司一起，到该县泥屯镇龙泉村、高村
乡北社村开展走访慰问送温暖活动。
其间，共走访慰问 20余户村民，与村民
进行深入交流，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
情况，为其送上米、面、油等生活必需
品。

为确保在疫情防控期间群众能够
过上一个幸福、祥和的春节，慰问人员
向两村村民宣传了疫情防控的各项措
施。该局负责人表示，今后将继续为
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确保工作落到实
处、见到实效。

本报讯（记者 司勇 通讯员 秦融）1 月
17日清徐县消息，新春来临之际，清徐县为孟封
镇受灾重建农户送去春联、福字，将温暖与关爱
送给受灾村和受灾农户。

当日上午，清徐县委宣传部、县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县文旅局、文化旅游事业发展中心（文
化馆）组织文化志愿者围绕群众生产生活需求，
开展了“佳节尚文明 志愿关爱行”下基层送文
化暖冬行动系列活动。文化志愿者兴致盎然、笔
走龙蛇，给孟封镇孟封村群众写春联、送福字，把
真诚和祝福付诸笔端，将新春的祝福送给老百
姓，红红的春联寄托着大家对美好生活的愿景。
舞蹈志愿者给孟封村舞蹈队送去了广场舞专业
指导培训，进一步激发全民参与、共享冬奥的热
情，跳起了《一起向未来》的舞蹈，充满了激情与
活力，舞出了孟封人走过风雨，奔向未来的豪情。

同时，摄影志愿者深入灾后重建的农户家
中，被洪水浸泡的危房已被蔚蓝晴空下拔地而起
的崭新房屋所取代，喜迁新居的老百姓脸上洋溢
着纯真幸福的微笑，眼角眉梢溢满了对党和政府
的无限感激之情。志愿活动的开展不仅营造了
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真正达到了文化进万家，
欢乐下基层的初衷，唤起了民众对传统文化的热
情，并将党和政府的温暖与关怀送到了灾后重建
的村民心坎上，受到了广大村民的一致好评。

没有可歌可泣的
人物，也没有惊天动
地的故事，这次基层
行，所见所闻朴实无
华。潇河之畔，一个
全新的国际会展会议
中心正拔地而起，普
通建设者给了我最深
的感动。

在 施 工 现 场 ，塔
吊高耸，旋臂转动，在
钢铁巨物面前，人显
得渺小。吊装钢梁并
不简单，从定点绑扎，
到角度控制，从提升
方向测算到提升方案
确定，每一步都需要
高 超 技 术 和 精 算 数
据。数十吨、上百吨
重的钢制构件，被准
确安全地送达指定位
置，让人惊叹。

重点工程展示了
现代化的建设力量，
凝聚着劳动者的心血
和奉献，如马晋鲁和
他的同事们。力量之
美的背后，是劳动之
美、奉献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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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冬日建设暖流
深冬的太原，着实寒冷。

正在加速建设的潇河新城，热
气腾腾。塔吊旋转，空中钢梁
被吊运至工作台；火花闪闪，
焊枪点对点操作不乱……眼
前的一切汇聚成一曲激昂的
冬日建设“交响乐”。

1 月 16 日，记者来到正在
建设的潇河国际会展中心施
工现场，这里正在抢抓工期，
建设者用智慧和双手，书写着
新时代的“城市未来”。

工地上机器隆隆，切割、钻孔、焊接、吊装，各
工序有条不紊。

1月 16日早上 7时 20分，与往常一样，作业人
员入场前，马晋鲁都要召集大家开个早班会布置
当天的施工任务。“今天要加快会展中心A区屋盖
的验收，D区钢结构檩条的安装也要加紧，E区需
要补充檩条，B区和C区整理验收资料。另外，所
有施工人员要注意安全，争取早日竣工。”

马晋鲁，31岁，潇河国际会展中心中区组团项
目部技术负责人，每天的工作两点一线，雷打不
动，或在临时搭建的项目部测算数据，或在工地巡
查解决技术问题。

“会展中心 5 个区的钢结构屋盖架设已经完
成，目前正在加紧铺设辅助钢梁。”早班会一结束，
马晋鲁走进项目部，打开电脑，翻开图纸，开始核
定施工数据。在工地从事工程技术管理，他是大
家眼里的“图纸翻译员”。

“钢结构建设图纸比较抽象，包含大量的结
构、数据、标准细节。”马晋鲁告诉记者，从图纸到
最终建成实物，需要经过无数程序和无数双手，他
的主要工作就是把抽象的图纸一点点拆解开来，
简明扼要告诉工人们，每个部位如何施工，要达到
什么标准，哪里需要特别注意。除了工程技术管理
外，马晋鲁还负责工程质量和安全。平日里，他每
天一多半时间泡在施工现场，一旦发现问题，马上

与现场施工人员沟通，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
“现场施工的内容很多，从材料到结

构到检验排查，啥都得管。”马晋鲁笑着
说，“项目部一共 11 位管理人员，每天近

200名工人进场作业，有问题随时解决。
在晚上 7时 30分离场前，只要施工不
停，我们一刻都不能离开工作岗
位。吃住都在工地，三四天才能回
一趟家。”

一个半小时后，马晋鲁和同事戴上安
全帽，开始工地巡查。潇河国际会展中心
是我省的重点工程，也是潇河新城的地标
建筑。会展中心由北区、中区、南区三个
组团组成，室内外净展览面积超过 12万平
方米，整个工程结构极为复杂，项目安装
纵横向跨度长，结构杆件多，钢梁自重大，
实际施工中需要协调很多细节。马晋鲁
和他的同事来回忙碌，查看屋架焊接是否
到位，查看提升机是否满负荷运转，查看
作业人员操作是否规范……

会展中心顶部通道都安装有承重弧
梁，跨度是 27米，间距 9米。“两根弧梁间，
需要用 3根次钢梁纵向焊接。”马晋鲁现
场解说。鉴于施工特点，这一处的施工分
为 3次吊装，每次吊装 1根钢梁，每根 9米
长、1 吨重，在通道顶部焊接。人字挂吊
装，运用斜向液压，左高右低同步提升。

“左高右低是为了使钢梁在提升过程中，
减少与其他钢部件的碰撞。”他说。

马晋鲁与另外 8名工人挪动沉重的钢
梁，在两侧提前打好的伸臂钩上，绑扎好
吊装起重绳。9 米长的钢梁起重绳夹角
不得小于 60度，确认好吊点位置，一切就
绪后方可起吊，直臂吊车缓缓提升。“一、
二——起，一、二——起。”10分钟后，吊装
到位，工人们分成四组开始焊接……临
走，马晋鲁嘱咐工人：“一定要注意安全。”
临近中午，管理人员招呼工人们吃饭。在
去食堂的路上，马晋鲁说，会展中心的钢
结构工程原计划在 2月完工，从目前施工
进度看，主体预计在 1月底前
可以完工。

今年春节的饺子，马晋鲁
和工友们要在工地吃了。

记者 梁丹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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