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一”假期，千里之外的西藏日喀则市人

民医院骨科病房里，我省第八批援藏医疗队的

队员们仍在忙碌。他们仔细查看着术后藏族同

胞的恢复情况，调整术后方案，确保每位患者顺

利康复。

今年63岁的石觉次仁，几天前接受了膝关

节置换手术。“现在走路不疼了！”他竖起大拇

指，黝黑的脸上绽放出笑容。这个朴实的牧民

没有想到，困扰自己20多年的“怪病”，竟被远道

而来的吉林医生治好了。

石觉次仁口中的“怪病”，正是当地高发的大

骨节病。患者关节疼痛变形，严重者丧失劳动

能力。按照我省统一部署，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骨关节外科6名专家组成医疗队，赴日喀则县区

开展大骨节病筛查救治工作。据介绍，大骨节

病筛查救治工作是我省援藏工作在医疗卫生领

域的重要举措之一，所有筛查救治费用均由省

第八批援藏项目资金兜底。

4月15日，当医疗队到达那普乡卫生院时，

诊室门口早已排起长队。

“您好，疼了多久了？”吉大一院骨关节外科

主任齐欣蹲下身，轻轻按压着69岁次旦旺久的膝

关节。通过便携式X光仪器检查，他发现次旦旺

久的软骨已严重磨损。“符合手术指征，我们接你

去日喀则做手术。”听到翻译的解释，次旦旺久的

眼圈红了：“终于等到治我病的‘门巴'（藏语：医

生）了！”

这样的场景在筛查中不断重现。医疗队白

天翻山越岭集中筛查与入户排查，晚上挑灯整理

病例。队员许岩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

“边巴，左膝Ⅳ期病变，需全膝关节置换；扎西，双

踝畸形，建议保守治疗……”短短2天，团队筛查

95人，基本都需要手术，其中29人符合本次的手

术标准。

截至4月27日，包括石觉次仁在内的首批6

名患者均已成功接受手术治疗。令人欣喜的

是，手术后患者恢复情况良好，当天即可正常用餐

并下地走路。这一成果不仅让患者及其家属倍感

振奋，也彰显了医疗队精湛的医术和专业能力。

“此次手术采用了先进的ERAS治疗方案，针对

每位患者的具体病情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确保手

术效果和患者安全。出院后，医疗队将持续关注患

者康复情况，提供必要的康复指导和支持。”齐欣说。

夜幕降临，医院广场上传来欢快的锅庄舞曲。

术后的卓玛跟着节奏轻轻摆动膝盖，她的身旁，我省

援藏医疗队员的衣角被高原春风吹得高高扬起……

压题照片：医疗队为藏族同胞进行大骨节病

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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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劳动者的节
日。在共庆佳节的日子
里，许多劳动者仍然扎根
岗位，以躬身劳作镌刻责
任担当，用滚烫汗水书写
奋进华章。

他 们 的 身 影 遍 布 城
乡：快递员穿梭于大街小
巷 ，化 身 传 递 快 乐 的 使
者；建设者鏖战在工程前
沿阵地，浇筑拔地而起的
繁华；窗口工作人员以春
风般的微笑，将温暖传递
至每一位民众心间……

今天，让我们聚焦这
些坚守岗位的劳动者，感
受他们质朴动人的故事，
礼赞平凡岗位上的不凡
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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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前夕，申通快递长春转运中心迎来运转高峰，快件

自动分拣线高速运转，人工分拣区域内，分拣员们正合力搬运

大件包裹。操作主管袁永胜与同事抬着家电包裹，汗水顺着额

头滑落却步伐稳健：“包裹再沉，搭把手就能扛过去。旺季货量

翻倍是常态，大伙儿互相帮衬，累也痛快！”

在高效运转的背后，是分拣员们日复一日的坚守。作为快

递网络的“神经中枢”，分拣环节直接决定着包裹的流转效率。

卸车、拆包、倒包、集包、粗分、细分、扫描……在袁永胜看来，这

份工作远不止体力劳动——既要与时间赛跑，在海量包裹中快

速识别目的地；又要与精度竞争，确保每个快件按最优路线分

类，丝毫差错都可能延误投递时效。

快递分拣更是技巧与经验的传承。“95后”员工小林正娴熟

操作着扫描仪，入职初期的手忙脚乱仍“历历”在目：“当初连生

鲜件加急标识都分不清，袁哥就蹲在传送带旁，手把手教我区分

方法和搬运技巧。”如今他已成业务骨干，“转运中心里‘传帮带’

是老传统，大家都知道，分拣不是蛮干，得靠巧劲儿。”

据袁永胜介绍，该转运中心日均处理快递包裹超200万

件，峰值期间单日处理量可突破300万件。面对如此庞大的业务量，技术创新成为重要

支撑。中心配备的行业新型自动化分拣设备，使分拣效能较传统模式提升80%，效率提

升至人工操作的3倍以上，减轻了员工劳动强度，又为旺季产能筑牢根基。

“年轻正是奋斗的时候！”袁永胜表示，为应对“五一”寄递高峰，转运中心已提前启

动“旺季保障预案”，通过自动分拣设备、优化班次调度、强化技能培训等措施，确保产能

稳定、运转顺畅。

节日在岗，大家已习以为常。当被问及节日坚守的感受，袁永胜朴实一笑：“家里人

总笑我是‘过节绝缘体’，但想到客户等着收生鲜、药品这些急件，为了快递及时送达，多

干一会儿就能让他们早安心。”

分拣线上，没有聚光灯下的高光时刻，只有凌晨星光见证的默契协作；没有豪言壮

语，唯有千万次俯身托举的质朴坚守。这些用双手托举万家期待的一线员工，正以扫描

枪的嘀嗒声与传送带的嗡鸣，奏响一曲属于现代物流的劳动者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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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题照片：G331项目吉林段的建设者们加紧赶工。

用汗水浇筑通途用汗水浇筑通途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邹鹏亮邹鹏亮

清晨5时30分，薄雾还未散尽，G331项目吉林段01标二工区的拌合站已响起机器轰鸣。

现场调度王学坤将安全帽往头顶紧了紧，驱车奔赴施工现场——“五一”小长假，他们选择了在

岗位坚守，全力向国庆节前主线通车的目标冲刺。

晨光中，项目负责人徐永强正部署当日施工任务：“党员先锋队带头，今天必须完成K640+

440至K640+640段200米水稳试验段摊铺。”党员先锋队与青年突击队旗帜在晨风中猎猎作响，

测量员柳浩林与陈淏泽已调试好水准仪，“标高误差必须控制在2毫米内。”柳浩林额头挂满汗

珠，袖口还沾着昨夜加班时的水泥灰。

“我们承诺：‘五一’期间坚守岗位，保证完成任务！”调度员郑闯拍着胸脯。不远处，柳浩林

正站在路旁调试水准仪，对面的陈淏泽扶着塔尺，鼻尖挂着汗珠：“假期不休息、全力抢工期，我

们测量得保证水稳标高控制精准。”

暮色时分，白河大桥施工现场，工人老李正一丝不苟地进行混凝土浇筑：“墩柱是桥梁‘脊

梁’，‘五一’加班也要做成‘样板件’。”工作虽辛苦，他却最认真。休憩时，他总是要掏出手机看

一眼屏保——那是一张可爱的小女孩照片，正是来工作前设置的女儿的照片。

“模板定位再调2毫米！”项目副经理陈曦的声音从远处传来。装配式梯笼搭建的作业平台

上，夕阳为建设者们的身影镀上金边，刚浇筑完成的墩柱宛如青铜柱，稳稳矗立在松花江支流畔。

夜幕降临，项目部会议室内灯火通明。项目总工刘开来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着当天的

施工进度：“水稳摊铺试验段200米顺利完成，等待后续取芯样进行检测；五区段一段路基交验

完成……”技术员围在会议桌前，总结推敲接下来施工的安排。

“五一”小长假，当游客沉浸在山水间的惬意时，G331公路的建设者们脚下的每一寸路基、

手中的每一根钢筋，都在编织着强劲的发展脉络。正如徐永强在动员会上说的：“当车轮驶过

这条通途，我们的汗水，就是最好的‘劳动节勋章’。”

压题照片：巡逻小分队边境一线巡逻防控。

“您好，边境检查，请出示您的有效证件……谢谢您的配合，

祝您旅途愉快！”“五一”假期前夕，白山边境管理支队八道沟边境

检查站执勤卡点，民警正在对进出边境管理区的人员、车辆、货物

进行检查。

身穿藏蓝，头顶警徽，24小时守护着长白县“西大门”，八道

沟边境检查站民警为维护边境辖区持续安全稳定和服务地方

经济发展默默奉献着。

“五一”假期，八道沟边境检查站按照“一站多点、辐射管控”

格局，在守好执勤现场主阵地同时，采取固定检查和流动执勤相

结合的工作模式，有效保障车辆快速通行。该站还充分发挥护游

“前哨岗”作用，与派出所、交警等职能部门保持通联，及时了解通

往长白县的实时路况，为过往游客提供“前哨”信息。

节日期间，该边境检查站抽调精干警力组成巡逻小分队，穿梭于边境山林、

小道和村落之间，采取“全天候步巡+车巡+无人机巡逻”的方式，不断强化重点区

域、重要部位巡逻防控力度，用脚步丈量祖国边境土地，坚决做到“白天见警车、

夜间见警灯、重点路口见警力”，有效震慑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用实际行动守护边

境的和谐安宁。

在繁忙的勤务中，八道沟边境检查站持续开展“执勤+护边普法宣传员”活

动，执勤民警积极向游客宣讲边境法规、反诈骗知识和防范措施等，还及时帮助

游客排查故障车辆，提供手机充电、热水、急救包、行李寄存、安全导游等便民服

务，让游客在旅途中感受到温暖。

“节日期间，我们更将坚持‘标准不降、措施不松、力度不减’的工作原则，落实

落细各项管控措施，充分发挥二线查缉‘护城河’‘过滤网’的重要作用，为边境地区

的安全稳定筑就一道坚实防线。”八道沟边境检查站政治教导员曲春东坚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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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一早，在延吉网红景区中国朝鲜族民俗园里，国网延边供电公司员

工车光宙和同事在使用红外测温仪开展设备巡视。

“A相接头温度异常，有点发热，需要更换！”车光宙在测温时发现客户侧设备

存在安全隐患，和同事在告知完商户后，义务更换了电缆接头，并将详细情况记录

在“五一”保电手册中，手册里一行行清晰写着需要排查的旅游景区及重要用户信

息，密密麻麻的对号也标志着供电员工已经做好了应对节日保电的充足准备。

为确保节日期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满足市民和游客用电需求，国网延边供电公

司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全面开启“五一”保电模式，实时监测热点商圈、旅游景区、交通

枢纽等重点区域用电负荷，建立24小时专人联络机制，对供电线路和设备进行特巡。

针对景区可能出现的用电突发情况，制定应急预案并配备充足应急物资和抢修设备，

确保迅速响应、高效处置各类电力故障。同时，该公司应用系统平台实现故障处置和

主动预警自动化，秒级完成非故障区域的供电恢复，抢修人员和应急发电车随时待命，

确保发生电力故障时迅速赶赴现场，切实提升客户用电的便捷性和满意度。

截至目前，该公司针对城市“生命线”、热门旅游景点等173条供电线路、105

座变电站开展差异化特巡特护，累计出动人员676人次，发现并处理缺陷隐患13

处，及时消缺确保电力设施处于最佳运行状态。同时，畅通“网上国网”、1445个网

格化微信群等线上渠道，科学安排营业厅值守人员312人次保障服务不断档；周密

部署节假日“三人三岗”值班值守372人次，123名应急抢修人员前置保电，26台应

急发电设备满油待发，全力保障延边州电力客户可靠用电，为旅游热潮和市民生

活提供可靠电力保障，让大家度过一个欢乐、祥和、明亮的假期。

开启开启““五一五一””保电模式保电模式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悦杨悦

压题照片：申通快递长春转运中心分拣包裹场景。

压题照片：国网延边供电员工开展节日保电特巡。

07特刊
2025年5月1日 星期四 编辑 陈庆松 王大阔电话：（0431）886006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