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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过年，回家是人们心中最大的惦念，而在回家的
旅途中，能喝上一杯热乎水，吃上一口热气腾腾的方便面
就倍感温暖，但是您知道火车上的水是从哪来的吗？近
日，记者走进白城火车站，去了解一个不为人知的铁路工
种——上水员。

“各位同志，早上好，咱们开始交班儿，先强调一下
安全，大家一定要严格按照规定操作，穿好防护服，带好防护设备。”见到白城火
车站客运车间上水值班员董旭军时，他正在早会上做安全提醒。据了解，上水工
作需要在火车停站时间内，完成整列车所有车厢的上水作业，这样才能保证车上
的旅客有水喝、有水用。

记者跟随董旭军来到火车旁，他介绍：“老式上水设备整套导管的重量是25
公斤，全长30米，需要手动连接，很费力，冬天怕冻，上水时需要倒管，上一次
水就得倒一次管，一天平均是30次列车，劳动强度非常大。从2016年开始，车
站用了新的全自动电子上水设备，冬天有加热的功能，虽然还需要人工拽管，但
也减轻一些工作负担。”

整个车厢的上水作业让上水员们频繁往返于各车厢间，每天重复着插管、开
阀、注水、拔管一整套动作。上水工作虽然看似容易，实则时间紧迫。几个来回
下来，衣服里面已经热的开始冒汗，寒风一吹，又瞬间冻透全身。

对于上水员来说，冬天是最难熬的季节，作业时溅到衣服上的水会瞬间结成
冰，脚下的石砟路也需格外小心，防止一不留神摔一个“腚墩儿”。但是为了保障
列车供水，即便再辛苦，上水员们依然无怨无悔地默默付出着。

记者手记：这样的一群人，每天在轨道旁奔跑，为的是争分夺秒给每趟列车
加足水；这样的一群人，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动作，才有了千千万万旅客们温馨的
旅途。每个行业都会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默默付出的背后，是一份坚守，更是一
份责任。让我们向他们道一声辛苦，向他们致敬。

本报讯（李桂华 刘旭光 尹雪）近日，通榆县开通镇东郊村蔬菜大棚迎来收获
季，白菜、香菜、水萝卜等家常小菜抢先登陆市场，臭菜、韭菜、大葱等也将相继
上市，确保春节期间新鲜蔬菜的供应。

在东郊村村民张金龙家的蔬菜大棚内，一大片白菜生机盎然、翠绿欲滴。另一
个棚内，万绿丛中一点红，一个个红色水萝卜掩映在绿叶之下，个个饱满、圆润，
甚是惹人喜爱。

“这几天，东郊村家家户户大棚内都是一派繁忙而又喜悦的丰收场景。”正忙着
采收鲜嫩白菜叶的张金龙说，“如果按4元1公斤算，一茬产量750公斤，就能收
入3000元。”44岁的张金龙已经有20年的大棚蔬菜种植经验，当夸赞他大棚蔬菜
种得好时，东郊村党组织书记兰功友接上话茬，在东郊村几乎家家有大棚，户户都
是蔬菜种植的精英。

和张金龙一样，很多村民种植的新品种蔬菜都已经销往长春市、松原市、白城
市等地，农民种植蔬菜的附加值也不断增加，收入节节攀升。

近年来，通榆县开通镇东郊村把发展棚膜经济作为种植结构调整、农业提质增
效、农民增收致富的突破口，推动乡村棚膜经济向规模化、特色化、高效化发展。
目前，大棚总量达到203栋，其中有94栋暖棚，109栋冷棚，棚室瓜菜播种面积
17.25万平方米，年产出西红柿、黄瓜、豆角、茄子、菠菜、大葱、香菜等应季蔬
菜75余万公斤，产值300余万元，人均年收入1.5万元，丰富了百姓的菜篮子，鼓
起了农民的钱袋子，为打造通榆县高效蔬菜生产示范基地提供了新样板。

一幅生机盎然、产业兴旺、农民富足的美好画卷正在东郊村乡村振兴的道路上
徐徐展开。

大棚蔬菜抢鲜上市

丰富百姓春节餐桌

又是一年新春到，又是一年庆团圆。“民以食
为天”，白城餐饮界人用勤劳的双手和对美食的热
爱与追求，备下了一道又一道含着东北民风的朴实
饮食，在传承东北特有美食文化的同时，散发着浓
郁香气的菜肴向远离家乡在外打拼的白城人，发出
了邀约“白城，等你回家！”

为欢度春节，早在元旦前，白城市饭店餐饮烹
饪协会就向广大会员单位发出倡议，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放心餐饮企业”评定活动。活动订下五大承
诺：餐饮企业合法经营，餐饮员工持证上岗并规范
操作，坚决使用品牌原料，坚决不使用超标添加
剂，不出售预制菜。在协会倡议发出的同时，也向
社会发出号召，请广大消费者监督，对违背承诺的
行为，要及时举报，协会不予参评。

协会的这一举措，不但让白城市民在春节期
间享受本乡本土美味佳肴，也旨在让更多回乡探
亲的白城人和他乡客人品味到来自白城餐饮界的
服务和品质。

春节期间，有老蒋屯儿、通榆小笨狗、咱们屯
等29家餐饮企业作出了“春节不打烊，美食送吉
祥”的决定。这29家餐饮企业提前准备了不同档
次、不同价位的“年夜饭套餐”“过年订餐清单”，
以品种齐全、样式新颖、价格亲民的菜品，让更多
的家庭主妇“解放双手”。

记者在一品唐厨饭店采访时，家住洮北区新华
街道军民社区的张大姐前来预订年夜饭。她向记者
讲道：“今年，远在南方的兄弟姐妹都回家了，咱
守家在地的亲人得让他们尝尝白城真正的美食，而
不是我自学成才的手艺。现在好了，花一样的钱，
订现成的饭菜，饭店做的肯定比我做的可口，吃完
还不用收拾，我是轻松加愉快。”

张大姐就是奔着一品唐厨家的那道“鸿运当头
羊排锅”菜来的，一是菜名寓意好，二是白城的蒙
古族美食特色，优质的羊排搭配上人参、竹荪等多
种滋补食材，慢火细炖，汤醇肉鲜，营养又好吃，
今年过年说啥让亲戚们尝尝这道菜。

今年，为喜迎春节，白城各大中型餐饮企业在
原有菜系的基础上“精雕细琢”，下足功夫。白城
市第九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项目——老
蒋屯儿酱骨，用考究的汤底熬制的猪骨，肉香浓
郁，骨髓细密，再配上地道土法腌制的大安酸菜，
一口拆骨肉、一口酸菜，暖意在胃、美味于心。有
菜必有饭，再咬上一大口老蒋屯儿发面大馒头，冰

麦香带着韧劲于朴实中倍增力量。
爱，其实很简单，就是等你回家一起吃饭。那

是游子的奔头，也是家乡的等候。很多游子走过万
水千山、大江南北，吃过天南地北的美食，而永远
不舍的还是家乡的味道。作为家乡的企业，白城市
饭店餐饮烹饪协会希望让白城美食不但是归乡游子
的念想，更能成为各地食客心中的向往。作为社会
组织，餐饮协会最大的愿景就是带领白城的餐饮行
业走出白城、走出吉林、走向全国，让全国人民了
解白城美食、爱上白城美食。

在外奔忙的游子踏上故土时，有亲情的牵引、
有团圆的喜悦、有质朴的乡亲，美食不应该缺席。
回家过年，只是一张火车票的距离，但美食却是一
场和家乡的相会。不管一年在外有多少辛苦，吃上
一口家乡的好菜好饭，才是这一年最大的圆满。

万家灯火处，家乡的灯，永远为你留一盏；
千般滋味里，乡味悠长，永远诚心待君还！

本报讯（记者李彤君/文 张殿文/
摄）今年春运开启后，镇赉县交通运输
局积极响应，以“便捷、平安、温馨、
满意”为工作目标，全方位优化服务、
提升管理效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出
行安全与舒适，保障旅客便捷出行，确
保公路安全畅通。

为强化组织领导，有序推进春运工
作，该局成立了2025年道路交通春运
工作领导小组，相继两次召开春运启动
工作部署会议和应对极端天气工作部署
会议。该局安全监督科、执法大队、客
运总站、养护公司、路桥公司等多部门
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确保春运工作有
条不紊地开展。

县客运总站严格执行“三不进站、
六不出站”的安全管理规定，全面落实
实名制售票。对车龄达10年以上的老
旧客运车辆，逐一进行排查。严格执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密切关注天气变
化，提前储备融雪、除雪等物资，确保
旅客出行安全。降雪后，持续开展不间
断的清雪作业，自1月27日凌晨4时
起，养护公司已出动除雪车2台、撒盐
机4台，刮平机、刨冰机、铲车等设备

车辆13台，组织清雪人员80余人，抛
洒融雪剂79吨，全力保障了国省干线
及外环路等主要公路的安全畅通。

春运期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
法大队加大执法力度，严守安全底线，
加强行业安全管理，出动执法人员240
余人次，执法车辆80余台次，检查行
管企业90余家次、各类车辆1100余台
次。通过路警联合执法，查处超载车辆
9台次，卸载货物446.58吨，有效遏制
了道路运输市场的违法违规行为。执法
大队设立春运便民服务岗，为过往司乘
人员提供免费热水、手机充电等贴心服
务，受到群众广泛欢迎。

截至目前，春运期间，镇赉县客运
总站累计发车 860 台次，运送旅客
4518人次。

镇赉县交通运输局将继续紧盯春运
工作目标，持续加强安全隐患排查治
理，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密切关注天气
变化和旅客出行需求，科学调配运力，
优化运输服务，全力提升群众的安全感
和满意度，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度过一个
欢乐、祥和的新春佳节。

图为清雪作业场景。

故乡美食备下 白城等你回家
●本报记者 李彤君 刘莹/文 张殿文/摄

镇赉县交通运输局
全力保畅通 护航春运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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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驹苏高血，骁腾九龙山。方今春不远，奔马
迎岁旦。

马，这一潇洒矫健的生灵，见证了人类文明的演
进，承载着历史的厚重，在现代社会中展现出多元化
的价值，闪烁着独特的光芒。

在镇赉县种马场（九龙山马场），就有一种颜值
高、速度快、耐力强、骑乘舒适，具有巨大发展潜力
的马，它就是苏高血马。

1月21日，吉林省首届苏高血马品种资源保护与
开发利用研讨会在镇赉县举行。来自国内外40余位相
关领域专家学者聚一堂、汇众智，为苏高血马品种的
保护与发展建言献策。

也就在这一天，吉林省农科院与镇赉县签署合作
协议，苏高血马产业研究院正式成立，这标志着苏高
血马品种资源保护工作迈上新台阶。研究院成立后，
将围绕苏高血马产业进行深入研究，推动产业向高层
次、广领域发展，助力镇赉县经济发展。

本次研讨会特别邀请了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
俄罗斯全俄养马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瓦列里·博拉耶
夫，他表示，苏高血马是非常好的品种，后续全俄养
马科学研究所也将加强与苏高血马产业研究院的合
作，进一步改善马的品质。

提及苏高血马的来历，要从十八世纪初说起。
十八世纪初，英国培育出“英纯血马”。十八世纪
末，俄国率先引进这一品种马，在进行纯种繁殖的
同时，将其与本地马杂交改良，培育出一种新的纯
血骑乘马，后全称为苏联骑乘型纯血马，在我国被
称为苏高血马。

1950年8月，我国成立马政局，从前苏联购入一
批苏高血马，并组织各地军牧场大力开展繁育工作。
1957年，镇赉县从河北省引进了28匹苏高血种公
马，取得了显著成果；次年9月，全国马匹改良现场
会在镇赉县召开，镇赉成功经验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得
到广泛推广。1963年，镇赉县组建种马场，将苏高血
马繁育保护和马匹改良工作列为重点，开启了苏高血
马在镇赉的崭新篇章。

苏高血马的体质干燥、细致，头部轻盈，颈部
修长，胸部宽阔，骨骼纤细，肌肉呈长条状隆起，

四肢的杠杆长而有力，其毛色主要为栗毛和骝毛，
黑毛较为稀少，头部和四肢大多带有醒目的白章，
特点十分鲜明。

近60年来，镇赉县种马场已累计向全国各地推广
种马1000余匹，北京、上海等地赛马机构及大连市、
阿尔山市女骑警队，都有镇赉县选送的苏高血马矫健
的身影。在2023年第三次国家畜禽遗传资源普查中，
苏高血马经过严格核验，被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
目录》。镇赉县种马场是全国唯一一家国营苏高血马
保种场，镇赉县更是成为全世界唯一的苏高血马核心
群饲养地。

镇赉县种马场（九龙山马场）坐落于镇赉县城西
北部，与内蒙古自治区接壤，境内九条山岗犹如九条
巨龙横卧于科尔沁草原东部，独具地域风貌。马场
内，一声声马嘶响彻长空。苏高血马修长浓密的鬃毛
随风飘舞，阳光照射下，仿佛每根毛发都充满生命
力，尽显矫健之姿。实地参观的专家们深入了解苏高
血马的历史沿革与品种特点，与饲养人员深入交流
后，不禁纷纷竖起大拇指。

发挥苏高血马及本地资源优势，制定全域旅游
规划，开设骑乘体验、马术培训、马术夏令营、马
术表演、马术竞赛；与莫莫格、白沙滩和万宝山结
合，打响镇赉县品牌，通过马产业和生态旅游凝聚
人气，吸引更多人到镇赉投资兴业；深度挖掘马产
业文化，讲好苏高血马故事；计划利用110万平方
米土地建设跑马场、草原木栈道、马术培训基地、
蒙古包、垂钓园和采摘园；开展跨区域特色马种、
马产品贸易，深度开发马奶、马油和马鬃等特色产
品……一系列远景规划和务实举措，必将推动苏高
血马产业向更好、更强发展。

骏马，是力量与速度的象征，是勇敢与坚毅的化
身。苏高血马英武飘逸、马蹄声烈，纵横驰骋间，仿
佛听到梦想的召唤，奔赴灿烂的朝阳、美好的明天。

①驰骋如风
②高头骏马
③自由奔放

本报记者段卫军摄

◀金家牛排卷

▶鸿运当头羊排锅

寒冬中的客运列车上水员寒冬中的客运列车上水员
●本报记者 杨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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