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的“新春走基层”，我将目光投向了守
护平安回家路的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北京西
站派出所的民警，这也是他们一年中最为繁忙
的时刻。当深入民警的工作日常，走进民警的内
心世界，我才切身体会到春运背后的个中滋味。

寒风虽烈，但吹不散归家人的炽热情感，1
月26日，距离农历新年还有两天，我和同事们
来到北京西站南广场，行李箱轱辘的滚动声、匆
匆的脚步声、喇叭里的广播声交织在一起，仿佛
在诉说回家过年的急切。

北京西站地铁站是地铁7号线和9号线的
交会站，每隔几分钟，就有一大批乘客涌出地铁
闸机，前往车站候车。在这如流水般络绎不绝的
人潮中，民警们的身影格外让人心安。北京西站
派出所副所长梁建伟，一位从警25年却有22年

没在家过春节的老警察，他的眼神中既有岁月
的沉淀，也有面对大客流的敏锐和坚定。他告诉
我：“春运对我们而言，就是一场无声的战役，每
一刻都不能放松。”梁建伟的话语中透露出一种
难以言喻的责任感。他分享了一个小故事：就在
前几天，一位旅客遗失了装有大量现金的背包，
正当民警们紧锣密鼓地展开调查时，失主气喘
吁吁跑到执勤点，原来，一位热心的“蓝马甲”志
愿者发现了背包并及时交给了执勤民警。那一
刻，失而复得的喜悦与平安守护者的辛勤付出，
共同织就了一幅平安回家的和美画卷。

在梁建伟的身边，新警韩五龙显得格外引
人注目。这位2024年才加入警队的年轻人，第
一次面对春运的考验，显得有些紧张却又不失
热情。尽管这个春节他也无法与家人团聚，但他

没有丝毫怨言，“穿上这身警服，就意味着责
任。”他的话语虽简单，却透露出超越年龄的成
熟与担当。

春运大客流，落在警察肩上的，是一分钟十
几次的旅客问询；是丢身份证、丢钱包、丢孩
子的急切寻找；是日行万步、夜不能寐的全天
候“在线”；是为群众平安出行的保驾护航。
即便如此，他们从未有过一句关于无法归家的
怨言，也未曾吐露过连续作战的疲惫，只是一
句云淡风轻的“习惯了”，便将这一切轻轻掠
过。在采访中，其实我目睹更多的是一张张温
暖的笑颜——他们笑着应对每一位群众求助，
笑着迎接前来换班的战友，笑着分享工作中的
点点滴滴，酸甜苦辣皆成故事。

角色不同，感受亦不同，作为旅客的我曾多
次到访北京西站，却未能细致注意到人来人往
中原来他们一直都在。或许，许多旅客也和我一
样，匆匆而过……

作为走基层采访，抓取旅客故事必不可少，
虽然大多数旅客因为赶时间拒绝接受采访，但
耐心的蹲守让我在采访中收获良多。在北京从
事家政工作的侯女士，辗转三趟地铁下午早早
就来到车站，尽管列车要到深夜才发车，但她
说：“早点来，心里就踏实了。”而唐先生一家，则
从哈尔滨专程来北京，计划在这里体验首都的
年味儿。他们的笑容中洋溢着幸福与期待。

“新春走基层”的所见所闻，我和同事们用
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将他们的故事记录下
来，通过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全媒体平台广泛
传播。这些故事在不同渠道收获了大量点赞、好
评 与 转 发 。“ 致 敬 人 民 警 察 ！”“ 你 们 辛 苦
了！”……我想，这些肯定与赞赏，或许是送给他
们最好的新年礼物。

深入北京西站，记录下那些在春运大潮中，
为百姓回家过年默默坚守的藏蓝身影。他们的
故事，如同冬日里的一抹暖阳，温暖人心。

走出北京西站，我心中充满了感动与敬意。
在那里，每一份坚守都是对回家的深情守望。

百姓过节 我们过“关”
□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记者 师二洋

初为一名记者时，一位报社前辈曾语重心
长地对我说：“要珍惜这份职业，名篇佳作没
有‘坐’着写出来的。”自此，我便成了基层
的常客。

偶尔去单位，同事都打趣说：“稀客啊！
又干啥大事儿去了？”不过最近，我确实是在
干“大事儿”。

1 月 14 日，一场预计 90 亿人次、创纪录
的“世界最大规模人口迁徙”开始在华夏大地
发生——2025 年春运启幕。其中，河南自驾出
行人数占比90%以上，成为春运出行“主力军”。

如何保障回家路平安、顺畅？我来到全省
通行量最大的收费站寻找答案。

57 岁的林向阳是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
有限公司航空港分公司郑州南站站长，也是我
的“老朋友”。去年春运遇上最强雨雪，我到
机场高速探访除雪保通时就曾见过他。

刚见面，林向阳就说：“去年失算了！”
“我发的郑州南站‘硬核’除雪视频火了

啊，怎么能失算呢？”实地见证过“随下随
清、边清边通、雪停路净”的保障措施，听着
林向阳的话，我很纳闷儿。

“有的车雨刮器被冻住了，司机出收费站
停在路边清冰；还有的新能源车快没电了，司
机停车四处找充电桩……”林向阳滔滔不绝说
了很多。

虽然在我看来，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但林向阳不这么认为。“老百姓期望值高，我
们就得考虑得更周全。”他说。

今年怎么才能不“失算”？

大到除雪车和应急物资，小到吹风机、手
绘地图……我忍不住感慨：“今年春运肯定没
问题！”“可不能这样说！”林向阳连连摆手，

“干这份工作就和开车一样，越是‘老司机’，
越是要小心翼翼，千万别想着只凭经验。”

林向阳是有着25年丰富工作经验的老站

长。采访间隙，他带我参观了郑州南站的展
厅，指着几个大红印章说：“我在这儿当收费
员的时候，用的还是纸质票据哩。”

但即便这样，面对春运的新形势，老站长
依然不敢松懈。保通保畅工作的每一个细节，
无不诠释着他们坚守奉献的真情付出，也是他
和同事们对“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美好愿景
的朴素表达。

春运之路，是归心似箭，是亲情牵挂。我也
不停奔走在这条路上，去听、去看、去感受……

在一个不卖票、不停车，仅有4名职工的
越行高铁站——郑渝高铁拐河北站，我和大家
同吃同住，感受着每天呼啸而过的列车声和他
们长年累月的孤独。“我们虽然时刻做着列车
应急停靠准备，但打心眼儿里不想让车停。车
不停，大家回家更顺畅。”站长告诉我说。

在郑州机场停机坪上，我和飞机“拜拜员”
在一起，围着飞机“上蹿下跳”，对照检查表一项
项检查、排故。最后，我和他们站成一排，和飞机

“摆手”再见，为乘客送上一次温馨的祝福，也为
大家揭秘这份可爱职业背后的故事。

年年走基层，岁岁有新事。我珍惜每次与
大家同呼吸的机会，这些平凡而又伟大的身
影，让我感受到奋斗的意义。

年年走基层 岁岁有新事
□《河南日报》记者 郭北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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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古代
诗人笔下的琼州海峡曾是阻隔南北的
天堑。如今，天堑变通途，一张船票便
能让人、车、货轻松过海，让“海北”与

“海南”两岸紧密相连。
年关将至，琼州海峡这条咽喉要

道比平日更加繁忙。1月14日，春运首
日，我来到这条备受关注的海上大通
道，乘坐渡轮往返于海口和湛江之间，
感受南北两岸“双向奔赴”的春运旅
途，探寻春运期间的过海新体验。

在海口，投入使用才一年的海口
新海港滚装码头客运综合枢纽人潮涌
动。出发大厅内，“福”字、春联、红灯笼
等营造出喜庆的节日氛围；志愿者为
旅客做着引导，送上手写春联、免费姜
茶，让返乡旅客的旅途更加温馨……

“这里不像港口，更像是机场！”来
自安徽的纪女士开心地对我说，这座
现代化的客运综合枢纽，为她提供了
更舒适的候船环境。说起琼州海峡近
些年的变化，纪女士如数家珍：从过去
的“人车混合”登船模式，到如今的“人
车分流”现代化客运综合枢纽；从“不
知道乘坐哪艘船、不知道何时开船、不
知道停在哪个码头”，到井然有序的

“班轮化”；从煎熬难耐的漫长旅途，到
如今舒适便捷的过海体验，琼州海峡
轮渡的发展，映照了时代的变迁。

2024年春运期间，我也曾来到琼
州海峡实地采访，当时，由于大雾停航
导致部分车辆滞留，新能源车过海更
是“一票难求”。如今，再次来到这里，
情况却大有不同。

今年，新能源车专用运输船“绿源
二号”加入了琼州海峡春运序列，采用

“人车分装”的运输模式，单船一次可
运输 160 辆新能源小汽车，相较于普
通客滚船运能提升60%，保障新能源
汽车过海安畅；小汽车全预约过海政
策不仅让旅客们享受到了优惠，也减
少排队进港等待时间。

高效、便捷是这次采访中不断被
提及的关键词。作为连续两年琼州海
峡春运的见证者，我深刻体会到，从隔
海相望到“双向奔赴”，变的是不断优
化的效率与服务，不变的是始终心系
民生，知冷暖、解民忧。正如旅客们所
说：“这是一种时代的进步。”

当我抵达海对岸的广东湛江徐闻
港时，夜幕已经降临，航站楼内依旧灯
火通明。作为琼州海峡北岸的重要港
口，徐闻港同样承担着大量过海车辆
和旅客的运输任务。在人群中，我看到
了身材高挑、行色匆匆的刘建辉。他是
湛江海事局徐闻海事处南山海巡执法
大队副大队长，此刻正带队奔走在各
码头之间，对准备离港的船舶进行安
全检查。他告诉我，春运以来，他和
队员们每天都要走将近2万步，对“徐
闻—海口”航线的50余艘客滚船和2
艘新能源专用运输船进行全面安全检
查，保障人民群众平平安安过海。

腊月，傍晚的湛江气温逐渐变低，
但刘建辉聊起他的工作、职责和琼州
海峡这些年的飞速发展，却越说越热
烈。对于春节期间24小时值守一线的
他们来说，年味儿不只是阖家团聚，更
是责任和坚守。

琼州海峡的繁忙，是春运大潮的
一个缩影，折射出我国交通运输现代
化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我突然明白，
所谓“双向奔赴”，不仅是琼州海峡两
岸的联动，更是时代发展与民生期待
的同频共振。

这次采访，我听到了许多关于旅
途的故事，也见证了许多万家团圆背
后的坚守。作为记录者，我从这些平凡
的人情温暖中，感受到了波澜壮阔的
时代大潮，而我要做的，就是继续深入
一线、扎根基层，努力创作更多有思
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讲好交通
故事。

见证“双向奔赴”的回家路
□《中国交通报》记者 白萱

每一个脚印，都是一个故事。有的
深浅不一，有的平整如新。

今年是暖冬，也是我参加“新春走
基层”的第一个年头。农历腊月二十
一，北风卷着雾霭掠过密云水库的冰
面，我裹着羽绒服与北京市密云区人
民法院的干警共同进行案件回访，冷
风瑟瑟，我不禁回想起临出发前接到
的任务……

“‘新春走基层’，不是走马观花式
地打卡，而是要真正沉下去，让鞋底沾
满泥土，让笔尖蘸满真情。”当我接到
领导交代的任务时，心中忐忑不安，赶
紧搜集案件相关资料进行学习。此时
的我并未想到，这次走基层不仅让我
真正触摸到寒冬中的司法温度，更令
我明白了初心如磐的使命与担当。

沿着盘山小路驱车近 1 个小时，
我们到达了当天走基层的目的地——
密云区大城子镇下栅子村，回访一起
高铁噪音赔偿案的当事人。

这起案件涉及 166 户村民，涉案
当事人之多令人咋舌，在村支书的带
领下，我见到了其中几位。村民们纯朴
憨厚，面对我的提问，眼中满是好奇和
友善，但更多的是疑惑，仿佛不知从何
说起，我才发现之前准备的那些所谓

“高大上”的采访问题此时仿佛并不管
用。是啊，面对如此质朴的当事人，“真
诚”才是必杀技。

“大爷，家里年货都买得差不多了

吧？”“奶奶，这几天拿到赔偿款了吗？”
“大娘，您家墙上的裂缝是因为高铁施
工才出现的吗？”……抛掉书本、不再

“掉书袋”的我让村民们渐渐打开了话
匣子。一位大爷回忆起开庭时的情
景，神情激动，用朴实的方言讲述着
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位大娘拉着法官
的手，眼中闪烁着泪花，不停地向法
官道谢。那一刻，我看到他们的喜怒
哀乐就是基层群众的喜怒哀乐，就是
新闻宣传工作者需要真听真看真感受
的喜怒哀乐。

人民法院化解高铁修建与村民安
居之间的矛盾纠纷，事关经济社会发
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基本
素材有了，如何将其“深”“活”兼具地
进行呈现呢？“想想听到了什么、看到
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还是‘真诚’最
重要。”落笔前我在心里嘀咕着。

1月24日，《人民法院报》推出《新
春走基层》栏目报道之《大红福字“缝”
裂痕迎新春》，文章以张桂芳家因高铁
施工导致开裂的墙体上贴了一张大大
的新春“福”字为切入点，讲述出春节
前夕当事双方矛盾已化解，展现出人
民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担
当作为。

对于一名年轻记者来说，这次
“新春走基层”的采访机会弥足珍
贵。只有走出去才能知道新闻工作者
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只有“处江
湖之远”才能知道新闻报道是写给
谁、为了谁。我有幸作为一名法治宣
传工作者，看到每一个案件背后所承
载的社会主义法治的公平正义精神、
法院干警的执着坚守、当事人的情感
与诉求。观社会之所变、望司法之所
为、书写人民之所盼，往后的日子
里，这次“新春走基层”的难忘经历
将使我保持初心，将更多的目光投向
基层，记录下最真实、最动人的中国
法治故事。

当新春的钟声掠过燕山山脉，我
听见法治中国的和鸣正在960万平方
公里的大地上轻轻回响，这一次，我将
作为一名法治宣传工作者再出发。

脚印里开出的花朵
□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记者 孙林林

高速公路是春运的重要运输方式之一，而
在千家万户奔腾返乡的过程中，一定少不了他
们的坚守。今年“新春走基层”，我联系了湖南高
速集团，当看到采访对象贺铁牛的名字时，我突
然觉得这个名字很有春运的味道。

春运期间，贺铁牛的主要工作包括交通安
全设施保洁，波形护栏、隔离栅等设施设备的修
复，清除中央分隔带障碍物，清除排水沟、涵洞
淤泥。

可能大部分人会认为这样的工作不需要太
多精力，其实不然。他每天巡查管养辖区的范
围是沪昆高速在湖南省内最忙碌的湘潭段。在
沪昆高速竹埠港湘江特大桥上时，贺铁牛对我
说：“我是本地人，除夕坚守在高速路上是应
该的。”今年除夕，是他连续第十二年与过往
高速的司乘一起度过。当时，从他口中说出这
句话，神情非常淡然。似乎对于他们来说，不
回家过年早已习惯。

沪昆高速湘潭段日均车流量达4万辆。采
访当日，也是我第一次体验在应急车道内行驶
的感觉——车流裹挟的风非常大。汽车高速通
过时，我们的车辆就会很明显地摇晃一下。我
想，这样的工作怎么可能会简单呢？

在采访中，我随贺铁牛来到湘江特大桥下，
桥上方车辆通行的声音此起彼伏，我站在仅有
的空间里拍摄贺铁牛的工作。他工作的地方并
没有平地，而是由一块块斜砖铺成，目测角度有
60度以上，这也让在平地上简单测量工作变得
十分危险，稍有不慎很容易从上方滑下去。但每
一次巡查，贺铁牛还需要随身带着本子记录。以

前都说华山险，我觉得这里也一样，站在60度
角上一边观察一边记录，我想，这就是他们养护
工人最平凡的时刻。

除了攀爬边坡，贺铁牛在夜间更是敢拼。
在冬季的夜晚，冷感更加明显。晚上8时，繁忙
的沪昆高速车辆穿行不止，时速达120km/h。
相比于白天，到了夜间我更直观地感受到高
速车辆在自己面前 1 米外疾驰而过的那种紧
张——走在应急车道上，走一步往后看一
步，生怕后方会有危险，以及站在应急车道上
拍摄，汽车高速驶过带来裹挟的惯性。养护工
常在80—120km/h车流中作业，即便设置警示
标志，仍有车辆违规闯入作业区，这也是贺铁
牛再三提醒我要多回头的原因。“这要是再瘦
点，我都怕被车卷跑。”站在应急车道的我瑟
瑟发抖，不禁感叹地对贺铁牛说。

不仅是在应急车道，贺铁牛还要在密集的
车流中，找寻安全时机穿到护栏中间，危险性极
高。和他一天的相处虽然时间不多，但我深感高
速公路养护工作的艰辛，而这些是许多百姓不
知道的。

今年的“新春走基层”没有煽情、没有泪水，
我朴实无华地记录着这些百姓并不熟悉的工
作。也许仅仅一天的体验，并不能了解高速养护
工的全貌，但这一定是我印象最深的采访。

我想，在祖国的高速公路网中还有许多的
“铁牛”，他们在春运路上默默无闻、坚守奉献，
守护着万千群众的返乡之路。也正是因为有了
他们的坚守，大家的节日出行才有了保障，回家
的路，也走得更通畅、安全。

时刻要回头的安检
□《三湘都市报》记者 李致远

编者按 从冬日出发，赴一场新春的约会。在中国农历新年之际，广大新闻工作者带着饱满的热情走进街头巷尾，

感受群众置办年货的热闹红火；走入交通站点，探访熙熙攘攘归乡人的期待；深入保障部门一线，记录“生产不打烊”

春节“我在岗”……本期《传媒面孔》邀请5位记者，分享他们“新春走基层”的采访见闻。

11月月2626日日，，师二洋师二洋（（右一右一））在北京西站采访民警韩五龙在北京西站采访民警韩五龙。。

李致远（左）在沪
昆高速竹埠港湘江特大
桥下采访贺铁牛。

本版图片均由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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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北晨在郑州北车站报道春运期间货运
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