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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曾露 肖乔 文 / 图
2 月 8 日，农历腊月二十九。 一大早，

抱龙镇庙梁村 2 组 63 岁的村民李昌鹏和
家人们忙得不亦乐乎，扫舍除尘，挂灯笼
贴春联，择菜洗菜、炸酥肉、炖猪蹄……

这是“7·4”暴雨洪涝灾害后，李昌鹏
一家搬进新房子的第一个“年”，今天他要
准备一大桌子菜和同样受灾的另外两户
邻居一起吃个团年饭，共同庆祝搬新家过
新年。

“李昌鹏，不要整了，快出来，客人来
了！ ”听到家人的呼喊，李昌鹏抬起头看见
以前的老邻居易前勇和游庆翠两家人已
到自家坝子里， 他赶紧停下了手中的活

儿，擦了擦手，笑着热情招呼大家进客厅
坐。

“进来坐，进来坐，来喝点茶、吃橘
子。 ”李昌鹏连忙拿出几大盘备好的年货，
橘子、花生、瓜子一样不少。 彼此熟悉的几
人又聚到了一起， 你一言我一语拉家常，
好像又回到了以前。

回想往事，李昌鹏还心有余悸。 他介
绍，多年来，抱龙镇从没见过那么大的雨，
抱龙河水位快速上涨，超警戒水位，他的
房子盖在地势低洼处，地基被雨水长时间
浸泡，开始下沉，河水顺着公路往屋子里
灌。 看到此景，李昌鹏心里害怕起来。正当
不知该怎么办时，他听见院外有人大声喊

“赶快撤离、赶紧走！ ”
原来，抱龙镇政府在收到县气象局工

作人员叫应后，镇党委书记郑中原立即安
排部署，要求沿河村社干部挨家挨户叫醒
沿河居住群众，尽快转移人员。

没过多久，受暴雨影响，李昌鹏家和
另外两家邻居的房屋先后垮塌。 所幸的是
由于撤离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多亏干部喊我们撤出来了，不然人
都要遭。 ”每每提及此事，受灾户游庆翠都
很感慨。

灾情发生后，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安
排部署下， 干部们第一时间找到李昌鹏，
将他们与其他受灾农户一起妥善安置，并

尽快启动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半年多来，
历经搬迁动员、选址、土地协调、规划设
计、建房监督等一系列努力，2024 年 1 月，
李昌鹏一家搬进了新修的三层半小洋楼，
另外两家也陆续搬进新居。

“我们新房总共花了 20 多万元，政府
补贴了部分，自己没花多少钱，这些都全
靠政府的支持，感谢政府。 ”

环顾四周，建好的新房子贴着白色的
外墙砖，客厅宽敞明亮，电视机、冰箱、空
调、洗衣机一应俱全，还有独立厨房、干湿
分离卫生间，门口还有一个大坝子，窗户
和门上都贴着喜庆的“福”字，浓浓的年味
扑面而来。

“搬新家了，现在是住得安全，吃得
饱，日子越来越有盼头。 ”搬进宽敞的新
居，李昌鹏满心欢喜。

中午 12 点，麻辣鲜香的水煮鱼、热气
腾腾的腊猪蹄……一道道美味菜肴悉数
上桌后，氤氲的热气把新居衬托得格外温
馨。

“愿我们以后都平平安安，生活越来
越好，新年快乐！ ”几个老邻居围坐一起，
共同举杯，其乐融融。 饮下去的不只是佳
酿， 是重建家园期间所受帮助的感谢，是
辛劳努力换来的喜悦，也是对美好新生活
的憧憬与向往。

记者手记》》》
搬的是新家，安的是民心。 面对灾情，

当地不等不靠，紧锣密鼓地展开灾后生产
自救。 新春佳节前夕，搬进新家，传递的是
灾后重建的最新进展，也传递着重建家园
的信心。 有党和政府的关怀，有四面八方
的关爱，没有战胜不了的灾难。 如今，大家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是有了保障，
我们有理由相信， 他们经历过风雨之后，
一定能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扬不屈
不挠精神，用自己的勤劳续写幸福美好的
生活故事……

抱龙灾后重建户：住得安全 过得舒心 日子有盼头

大家共同庆祝搬新家过新年。

本报讯 (记者 余雨芳)� 在度过了一
个欢乐祥和的春节后，2024 春季开学如约而
至。 2 月 18 日，我县 155 所学校迎来了新学
期开学报名的日子，近 8 万名学生已完成报
名准备工作。

走进巫峡幼儿园，老师正带着幼儿们排
练开学节目，许多家长在一旁观看打气。 教
室内，桌椅板凳、教具等整齐摆放，教师们也
正在进行备课工作。

据了解，今年我县各个学校，依然采取

线上缴费的方式报名，以方便广大家长和学
生。

“线上缴费就不用来学校排长队了，确
实很方便。 明天正式开学，今天带小朋友过
来主要是做一下准备工作， 给她把床铺好，
还要排练明天开学的节目。 ”幼儿家长李康
蓉说。

同时，为做到安全、有序、高效开学，巫
峡幼儿园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整理教室，美
化校园，并对食品、消防等进行安全隐患排

查。
巫师附小内，部分家长、学生也参与到

了开学筹备工作当中，发放书籍、打扫卫生、
更新黑板报等各项工作都有条不紊。

“今天我来到教室，擦桌子，拖地，在桌
子上整整齐齐地摆放了书籍，让我体会到了
劳动的快乐。 ”巫师附小四年级学生李雨桐
对新学期充满了期待，表示要调整好作息时
间，上课认真听讲，积极回答问题，放学后也
要认真完成作业。

目前，我县各校开学工作正井然有序进
行，校园环境干净整洁，学生精神饱满，教师
按部就班，全县师生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
精神、崭新的形象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新学期的号角已经吹响，巫师附小全
体教职员工紧紧围绕“准备足、环境美、氛围
浓，师德优”12 字方略下工夫，确保开学工作
平安、稳定、温馨。 ”巫师附小副校长程发平
表示。

2024 春季开学啦
全县近 8 万学生返校报到

本报讯 （记者 鲁作炳 王光平 文 / 图） 2 月
16 日是大年初七，不少务工返岗、学生返校、探亲访友
的人员纷纷踏上了返程的旅途，巫山高铁站迎来客流高
峰，铁路部门加大运力积极应对节后返程客流高峰。

记者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涪陵车务段
了解到，自 2 月 10 日（正月初一）至 2 月 15 日（正月初
六），巫山站累计发送旅客 1.8 万人次，开行列车 37 趟，
加开 6 趟，其中加开夜间动车 2 趟，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需求。

当日上午，在巫山高铁站，不少旅客正在有序候车。
田女士回老家过春节后，正准备返回主城上班。“现在有
了高铁后， 一般只需要两个多小时就能到达重庆北站，
现在方便多了。 ”田女士说。

据了解， 今年春节巫山返程客流较去年大幅度增
加，节后客流高峰预计持续至 2 月 25 日。为应对返程客
流高峰，铁路部门精准实施“一日一图”，根据客流情况
及时采取加开列车、动车组重联，方便旅客出行。车站加
派人员在进站口、 候车室等重点区域进行巡视检查，确
保设备设施运行正常、候乘环境卫生优良，增加候车室、
站台广播播报频次，加强进出站口、候车厅引导旅客有
序乘车。

巫山高铁站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游客在高铁站候车。

本报记者 任美莲 雷行星 文 / 图
除夕之夜，本是和家人团聚、把酒言

欢的欢乐时刻。 而医院的医护人员们却仍
不停地忙碌着，他们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守
护着患者，在监护器的滴答声中、在窗外
焰火的闪光中迎接新春的到来。

“您好，我现在先帮您量下体温。 ”“今
天有感觉症状减轻了吗?”“咳嗽厉害不？摔
到哪里了？ 有没有心慌？ 拉肚子吗？ ”……

2 月 9 日晚上， 记者来到县人民医院
的急诊部，这里依然灯火通明，不断有患
者被送到这里。 值守预检分诊台的护士有
序地为患者登记、检查，引导他们到相应
科室就诊，急救部主任孙义华忙着询问患
者身体情况、解答家属的疑问，紧急处理
患者病情，急救人员忙着转运患者……

急诊，是医院的“前沿阵地”，是永不
熄灯 24 小时为生命护航的地方。 在这里，
时钟仿佛走得更快， 争分夺秒地转运、生
死时速地抢救。

新春佳节，千家万户沉浸在走亲访友
的喜悦中， 享受着与家人团聚的美好时
光，而县人民医院的急救部以及其他科室
的医护人员却还在一如既往地忙碌着。 路
上张灯结彩，让孙义华闻到了浓浓的“年
味”。 但对他来说又是极其平常的，365 天
都是一样，时刻准备着、时刻战斗着。 他
说：“穿上白大褂就会有种使命感，只想把
工作做好。 ”

“在急诊科这个繁忙的科室，‘小步快
走’早已成为医护们的标志性步伐。 ”孙义
华告诉记者，急诊科就是这样，前一秒还

风平浪静， 后一秒便可能是波涛汹涌，谁
也无法预知下一个进来的是什么样的患
者，会遇到怎样的救治场景。

除夕晚上 10 点，当大家在看春晚、放
烟花时，在县人民医院急诊科，忙碌才刚
刚开始……“孙医生，有个病人需要你来
看看。 ”“好，我马上过去。 ”记者还没和孙
义华聊上几句，120 就接回一个患者，需要
他立即去处理。

孙义华几乎一刻不停， 娴熟地忙碌
着，连走路都是小跑的。 他无数次重复着
往日的询问，只为保证后续的治疗更加高
效精准，以此来确保每一个来院患者的生
命安全。 对他来说，春节，并不代表着工作
就会很轻松，处理完病房的工作，又去诊
室接诊病人……

忙完这一阵，孙义华终于有时间看一
下手机，恰巧老婆给他打来电话催促回家
吃团年饭。“我不回来吃饭了， 今晚上很
忙，临时要加班，患者很多，你们就不等我
了。 ”孙义华狠心拒绝了妻子，再一次失约
家人，急救医生都是轮班制，没有双休日
节假日，他说，对孩子和家庭是有亏欠的。

从医 20 余年， 孙义华没休过一个完
整的春节假期。 每次过年，都想着让年轻
的医生回家吃过一次团圆饭。 上一次除夕
夜的团年饭他也记不清是几年前了，妻子
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在除夕夜一家人团
聚在一起吃一顿年夜饭。

当记者问到年夜饭吃的是什么时，孙
义华平静地说：“医院的工作餐。 ”对他而
言，春节坚守岗位早已成为一种常态。 在
这个春节，他选择把温情留给患者，把严
谨留给工作。 他说：“春节在岗的医生不止
我一个，这其实没什么，我们的职业就是
这样。 ”

“自己 79 岁的父亲血压突然升高，情
况危急，赶紧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让他没
想到的是，大过年的医护人员精神状态和
平常一样，都是那么高效、专业。 谁都有
家，他们很不容易啊。 ”患者家属易先生告
诉记者。

欢度春节的同时，也恰恰是考验急诊
科的时刻。 病人家属越是着急，他们就越
是要稳，这是对病人负责，更是自己时刻
要牢记的使命。 虽然现在重症患者少了，
但急诊病房里依旧住着病人，也会不时接
收患者。 而且冬季正是老年人心血管疾
病、呼吸系统疾病的高发期，再加上节日
期间市民聚餐、外出活动增加，急诊科的
压力依然较大。

急诊科医生，虽然辛苦，但孙义华对
这份职业有着自豪感和认同感。 不论是前
段时间大家带病上岗，还是现在节假日坚
守，他都认为这是值得的、有意义的！

急诊科是个特殊的科室，节假日期间
责任更重， 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患者，每
一位医护人员都始终保持应急状态。“普
通人忙过节，急诊人过节忙，这样的工作
节奏，是急诊科的常态。 这个春节，我除夕
夜、大年初一都在医院值守，我会尽心尽
力把这份工作做好。 ”急诊科护士王婷婷
坦言。

外面街道灯光璀璨，鞭炮声时不时传
来，但在县人民医院急诊部内，这只是极
其平常的一天。“孙医生又来一个急诊
……”护士的急促喊声再次响起，孙义华
和他的战友们迅速接诊，继续守护这座城
市的“生命防线”。

除夕之夜 医院里的守岁人

孙义华接诊病人。

（上接第一版）在“康养怡心园”，打造了健身步道、阳光
书吧、儿童乐园、农耕文化长廊等，“动”“静”结合，老少
咸宜。

在“鲁班民宿园”，则是以“石”为创意核心的民宿
群，配上亭台楼阁、水池吊桥、二十四节气长廊、二十四
孝文化长廊等建筑，别有一番风味。

在“儿童游乐园”，滑滑梯、秋千、攀爬架等，各种各
样的游乐设施，让孩子们尽情享受快乐的时光。

在“石尚美食寨”，能够饱尝土菜席、石寨牛皮宴、金
丝皇菊宴、玫瑰宴、刨猪宴等美食。

“今天，我带着家人一起来石上生花乡村旅游景点
游玩，这里的项目非常多，天气也非常好，我和我的家人
们一起在这里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新年。 ”游客周艳
表示。

“2024 年的龙年春节，阳光正好，行至我们‘石上生
花’，呈现出了精彩、热闹的新年氛围。从正月初一至今，

‘石上生花’接待了近 1 万人次。 ”石上生花乡村旅游景
点负责人刘小红告诉记者，他们给广大游客奉献出了回
归自然的亲情春节，七彩风车、舌尖美味、树林秋千、登
山步道等，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不仅给节日增添了
浓厚的色彩，也给回家过年、团圆的游子呈上了最精彩
的华章，洋溢着浓浓的“中国年味”。

白坪村的闹热年

本报记者 王光平 鲁作炳
相聚与别离都是喜与泪的交织，返程的行囊，是亲

朋好友之间装不完的爱与牵挂。
返程途中，车站似乎成了一个分界点。站里，人们带

着身边行囊，准备踏上新一年的征途。站外，挥手道别一
幕幕的别离，也在轮番上演。而眼前随身携带的年味，显
得尤为珍贵。

2 月 16 日，大年初七上午 9 时 30 分，在郑渝高铁
巫山站候车厅里，石先生行李中的一大袋猪脚，格外引
人注目。

“儿行千里母担忧，这都是妈妈亲手做的，老早就打
包好了。 ”石先生告诉记者，他父母七十多岁了，他每年
也就回家一次，年三十才放假，初七就要上班了，一般回
来也就是待七天左右。 这次为了多陪父母一段时间，就
提前三四天回来，在家里待到今天才走。“多陪陪他们，
他们也非常开心，做孩子的心里也踏实。 ”

石先生在广州上班，20 多年前外出务工，每年春节
期间才能回家团聚。

“现在回家也方便了，坐高铁不到 10 个小时，票也
好买。 ”石先生回忆说，以前回家特别不容易，先从广州
坐大巴车到宜昌，然后坐船到县城，整个行程大约需要
24 个小时。

刚毕业参加工作的田女士正在候车厅整理行李。
“腊肠、豆皮、熏鸡，都是我爱吃的。”田女士笑着说，

他们知道我爱吃，早早就准备好了。 尽管她一个劲儿强
调“网上都能买到”，可家人只管往里放，并叮嘱她要放
到冰箱里冷藏，给同事分享一些。

10 时 14 分，随着检票铃响起，大家纷纷拎着行囊，
怀揣着爱与牵挂开启新旅程， 去为下一次归乡而奋发，
分量十足的行囊，似乎为新一年的拼搏增添了无穷力量
……

返程的行囊装不完父母的牵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