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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节，他们坚守在一线
铆足干劲不停工 建设新年开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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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五，元宵佳节。在阖
家团圆的日子里， 有一群劳动
者坚守一线，坚持节日不停工，
为人民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5 日凌晨 2 点， 中国铁路
西安局集团公司西安国际港站

内依然忙碌， 连结员邬远像往
常一样，穿梭在一条条股道内，
用对讲机和班组同事确认着车

列准备情况。春运期间，邬远负
责保障中欧班列编组解体 、民
生重点物资装运以及货物装卸

后的取送， 将一节节车辆按照
不同股道同一去向进行调车 ，
重新编组成列整装待发。 冬日
寒风凛冽， 他时常要从晚上 8
点工作到早上 8 点， 耳朵上都
是红红的冻疮。

“春运期间，作业量增加了
不少。 凌晨 3 点至 5 点间干活
最累。虽然很累，但想想这些重
点物资都是我保障的， 心里还
是很自豪。 ”邬远说。

5 日清晨， 在中铁十六局
承建的江苏第二大车辆段———
苏州地铁 8 号线镬底潭车辆段
建设现场， 机械轰鸣、 人声鼎
沸。 400 余名建设者们忙碌穿
梭 ，56 台回旋钻机同步施工 ，
一派繁忙景象。

“为保证苏州地铁 8 号线
如期开通运营， 我们要在今年
底完成车辆段主体结构施工任

务 ， 预计本月可以完成桩基
3200根。 ”据中铁十六局项目负

责人田德新介绍，苏州地铁 8号
线镬底潭车辆段是苏州首个轨

道交通 TOD项目。 因项目工期
紧，春节假期结束后，项目部第
一时间组织管理和施工人员返

岗复工， 施工生产快速步入正
轨，正向着节点目标奋力冲刺。

“所辖各站设备运行情况
正常， 工业视频检查各站主辅
设备、周界情况正常。 ”元宵节
这天， 江政昕通过工业视频系
统和智能巡检机器人传回的画

面一张张仔细检查着电网设备

运行状况。作为国网嘉兴供电公
司一名运检工作人员，这是他在

嘉兴工作的第 10个年头。 江政
昕和同事们通过视频监控平台，
多方位多维度实时监测电网设

备运行状态，一旦发现异常第一
时间赶赴现场进行检查维修。

春节以来，与江政昕一样，
国网嘉兴供电公司各级人员坚

守工作岗位， 认真做好负荷监
测、线路巡视、供电服务、检修
维护等工作，75 支应急抢修队
伍、727 名抢修人员 24 小时待
命， 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
行和电力可靠供应。

“一切正常，可以起吊！ ”元
宵节当日， 位于浙江丽水市松

阳县的中铁十五局水环境综合

治理项目全面掀起节后复工复

产热潮， 正在进行压力钢管管
道吊装作业的安全员发出指

令，现场机声轰鸣，施工生产安
全有序推进。

松阳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

是浙江省水利厅重点项目，旨在
通过利用黄南水库引水替代松

古平原现有水库的供水和灌溉

功能，建设“空间均衡、安全健
康、美丽富民”的供水格局，打造
集防洪保安、资源配置、幸福河
湖于一体的“智慧水网”，推动区
域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

中铁十五局项目负责人柳

宝林告诉记者，目前，建设人员
正在进行隧洞工程、 压管道工
程、河道治理工程施工，预计年
底前将完成 4 条河道的整治 ，
完成管道施工， 初步具备管网
和水库的联网联库状态。

千里之外，四川凉山彝族自
治州的中铁十八局乐西高速大

凉山一号隧道也在紧张施工之

中。 洞外罐车、挖掘机、渣土车来
回穿梭；洞内机械轰鸣，TBM（全
断面隧道掘进机） 火力全开，转
动刀盘持续向大凉山深处掘进。
春节以来，项目上百名建设者始
终铆足干劲不停工，抢抓乐山至
西昌高速新春建设“开门红”。

“我们通过加强过程控制、
要素保障、现场组织，克服隧道
断层破碎带、瓦斯、突涌水、围岩
变形等复杂地质条件， 保障了
TBM持续、均衡、快速掘进。 ”中
铁十八局项目部 TBM技术部部
长李晓伟说。乐西高速大凉山一
号隧道是我国西南地区最长的

高速公路隧道， 全长 15.3千米，
也是我国第一个采用 TBM辅助
施工的高速公路隧道。

乐西高速是我国首条深入

四川大小凉山腹地的快速通道，
全面建成通车后， 将与成渝、京
昆、 蓉丽等多条国道主干线相
通，结束凉山州昭觉、美姑和雷
波三县不通高速公路的历史。

图为中建三局三公司平顶

山项目部， 工地建设者欢庆元
宵佳节。 ■新华社传真照片

一个周六的上午，记者来到
位于铜锣湾高士威道 66号的香
港中央图书馆。根据事先查询的
资料，该图书馆应在上午十点开
门。 离开馆还有半小时，图书馆
门前已排起了队，连门前的喷水
池旁也坐了不少人。

许多市民都是带着孩子一

起来的。 一位母亲说：“我和丈
夫每周末都要抽出半天时间带

孩子来这里。 ”
在寸土寸金的香港， 目前

有 70 家固定公共图书馆，累计
登记读者约 477 万 。 2021 至
2022 年度，公共图书馆到访人
次超过 1348 万，借出的图书资
料逾 2807 万项。

时间退回至 1962 年，香港
有了第一家公共图书馆。

彼时刚启用的香港大会

堂，坐落于中环核心地段，是香
港第一座为市民而建的多元文

化艺术中心。 这栋建筑集表演
场地、 博物馆和图书馆等不同
设施于一身， 市民在欣赏文娱
表演节目、 参观艺术品展览之
余，还可博览群书。

起初， 香港大会堂公共图
书馆有藏书约 5 万册， 开馆首
日就收到 3000 多份图书证申
请 ，4 个月内发出 17000 多张
借书证。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市民获得知识的途径比较少 ，
公共图书馆就成为很多市民获

得资讯的重要场所。 ”香港公共
图书馆总馆长江美仪说。

“我中学时期的很多时间都
是在南葵涌公共图书馆度过

的。 ”香港公共图书馆高级馆长
周丽珊说， 走进公共图书馆，只
觉得整个世界突然安静下来，让
人可以完全沉浸在阅读中。 “记
忆里，常常和同学一起在公共图
书馆的自修室里温习功课。 ”

1965 年，九龙第一家公共
图书馆成立；9 年后，新界居民
也有了自己的图书馆。自此，香
港岛、 九龙和新界的居民皆可
就近探索阅读之乐。

经过 60 余载的发展，公共
阅读设施已遍布全港。 除了 70
间不同规模和类型的固定公共

图书馆分布在香港的每个区

内， 在那些无法设置固定图书
馆的社区，还设有 12 间流动图
书馆 、112 个流动服务点和 3
个自助图书站。

周丽珊介绍， 为了更方便
市民阅读， 社区图书馆发挥了
很大的作用， 它不仅提供借阅
图书的服务， 还会根据具体情
况为不同的服务群体提供特色

图书。
在九龙城区一幢屋苑的管

理处内， 就设有一间社区图书
馆。 记者见到一位年轻母亲正

拿着一本《美味家常粥面料理》
津津有味地翻阅，她说，社区图
书馆的藏书丰富实用， 为他们
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据周丽珊介绍，在香港，像
这样的社区图书馆还会设于青

少年中心、 长者中心或社区服
务中心等地。 工作人员通常都
会做充分的市场调研， 根据当
地社区主要读者情况， 安排馆
内资料的配置。

“在青少年较多的社区图
书馆，藏书会集中于旅游、学习
资料等；在社区服务中心，家庭
亲子、儿童绘本、生活百科全书
较为丰富。 ”周丽珊说。

截至 2022 年，香港公共图
书馆馆藏达 1519 万项，香港中
央图书馆已获指定为多个国际

组织的托存图书馆， 例如联合
国、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
世界粮食计划署等。

“纵使科技发展，实体公共
图书馆也不会被取代。 ”在香港
公共图书馆高级馆长何高霖看

来，公共图书馆是与时俱进的。
“以前是存储知识的地方，等读
者来看； 现在公共图书馆是将
知识推送给市民， 逐渐会发展
成为社区汇聚中心的角色。 ”

“近年来，我们增加了内地
出版商出版的介绍国家发展的

书籍，如《大国远见》《双循环格
局：中国经济新布局》等，以帮
助市民更好了解祖国。 ”江美仪
说， 香港公共图书馆也在不断
加强有关宪法、 中华传统文化
艺术等内容的馆藏及相关电子

书， 培养国民身份认同及民族
自豪感。 “香港的公共图书馆不
仅仅是阅读、借书的场所，它还
自觉肩负着丰富城市文化生活

的使命。 ”
■据新华社香港 2 月 5 日电

书香溢香江：香港公共图书馆的60余载光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