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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谢 洋

新春来临之际，记者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乐

业县百坭村，映入眼帘的是一幅新农村的美好景

象：白墙灰瓦的民居错落有致，平坦的村路干净

整洁，太阳能路灯整齐排列。

“现在我们村砂糖橘、八角、油茶等特色产业发

展得越来越好，去年人均收入有两万多元。”百坭村

村委会副主任班智华介绍，全村 495户人家中，有

汽车的超过 300户，部分村民家中有两辆汽车。

很难想象，“十三五”时期，百坭村还是自

治区级深度贫困村，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监测户

共有 197户 902人，初始贫困发生率达 42.94%。

那时的百坭村，由于位置偏远、交通不便，产

业发展受限，许多人离开家乡，到外面寻找发展

机会。

2018 年，黄文秀主动请缨来到百坭村担任第

一书记，成为村里为数不多的年轻人之一。在黄文

秀看来，乡村的发展离不开年轻人。她曾对同学

说：“很多人从农村走出去就不想再回去了，但总

是要有人回来的，我就是要回来的人。”

百坭村有种植砂糖橘的传统，但种植模式粗

放，加上交通不便，销路一直不好。班智华曾与黄

文秀共事，他深切感受到，这个在

大城市读过书的年轻人，为村里带

来了全新的产业发展思路。针对种

植管理粗放的问题，黄文秀请来农

业公司的技术员，向村民传授种植

技术。 （下转2版）

传承“时代楷模”黄文秀精神

广西百坭村返乡青年续写青春之歌

□ 谢 洋

走进百坭村，眼前的景象与过去的印象形
成强烈反差，令人深受震撼。曾经，这里位置偏
远、交通闭塞，产业发展滞后，村民大量外出打
工，村子成为“空心村”。如今，它华丽转身，村容
优美、道路畅通、产业兴旺，成为吸引年轻人返
乡就业创业的示范村。

百坭村能实现如此巨大的转变，离不开以黄
文秀为代表的青年群体的积极参与。黄文秀凭借

自己的见识与魄力，推动了百坭村的产业发展，为更
多青年返乡就业创业打下了良好基础。

如今，越来越多的青年回到百坭村，在产业振
兴、绿色发展、社会服务等领域施展才华、引领潮流。
这表明，人才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要素，而充满朝气、
锐气和创新精神的青年，更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不可或缺的有生力量。

青年的命运始终与时代紧密相连。2025年是
“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5 年过渡期的最后一
年。在这一关键时期，乡村这片广阔天地为青年提
供了大有可为的舞台。我们期待更多有志青年投
身乡村振兴，用智慧和汗水书写乡村发展新篇章。

乡村振兴需要更多青年力量

2月 2日，来自广东汕头潮阳的西门英歌队在法国巴黎香

榭丽舍大街表演。当日，“欢乐春节满巴黎，龙狮贺岁舞香街”春

节巡游活动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举行，来自广东汕头潮阳的西门

英歌队在巡游活动中惊艳亮相，让当地民众大饱眼福。

新华社记者 高 静/摄

▲

2月 2日，“财神”在河北省遵化市一景区和游客互动。当

日是农历正月初五，民间有“迎财神”的习俗，多地举行特色民俗

活动，祈福贺新春。 刘满仓/摄（新华社发）

▲

▲2月 3日，市民逛地坛春节文化庙会。当日是立春，大批市民游客来到北

京地坛公园参加在这里举办的春节文化庙会。 新华社记者 李 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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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劲搏 廖炳达 王欣欣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周 伟

无论是在风沙漫天的沙漠中，

还是波涛汹涌的海面上，铁路青年

们对待工作的态度都始终如一，他

们用责任与担当绘就青春的底色，

守护列车的安全畅通。一座座跨山

越海的桥梁背后，是一个个铁路“守

桥”青年的坚守与付出。

科技赋能的青春赛道

1 月 18 日清早，广西百色工务

段青年夫妻黄一杰、黄琳来到南昆

铁路清水河大桥旁，准备操作无人

机运送砂石“上山”。一切准备就绪

后，50公斤重的检修砂石料在无人

机的吊运下，从山脚朝着山顶平稳

移动。仅用 5分钟，砂石料便送达目

的地。

除了运料，黄一杰还巧用无人

机与水下无人机，对管内高陡边坡、

危岩落石、排水设备等进行全方位

巡检。

回想起初次下桥检修的场景，黄

一杰历历在目。“刚到桥底，双腿就不

受控制地哆嗦起来，连大气都不敢

喘。”以往，面对这些复杂的巡检任

务，需要依靠人工艰难地上山下涵、

爬桥走隧，安全隐患极大。如今，科技

的迅猛发展改变了这一局面。

在 700公里开外的襄渝铁路牛

角坪特大桥，安康工务段巴山桥隧车

间青年工长郭朋朋带领工友从仅容

一人通过的门洞，依次钻进桥梁“肚

子”里，为箱梁结构开展全面“体检”。

梁体内部空间逼仄，郭朋朋和工

友手持强光电筒与检查锤，在这狭窄

的空间里小心翼翼地前行。郭朋朋时

而仰头仔细查看梁体顶部，时而用检

查锤敲击梁体底部与侧面，通过声音

来判断梁体是否存在异常。一旦发现

疑似问题，他便会迅速拿出专业的混

凝土回弹仪作进一步检测。

“如果桥梁混凝土发生碳化，混

凝土表面强度会降低，这可能影响

对其真实强度的判断。我们通常会

把混凝土回弹仪和混凝土碳化深度

测定仪配合使用，这样才能精准测

定混凝土强度，全面掌握桥梁的实

际状态，保障行车安全。”郭朋朋说。

对于“守桥人”而言，仅仅“守得住”远远不够。

南昌电务段青年员工利用区间轨旁设备监测系

统，为管辖范围内的 5 座大桥装上“体感芯片”，能

够实时监控轨道电路的动态数据；武汉桥工段员

工引入“健康检测系统”与“防撞主动预警系统”，

为武汉长江大桥的养护工作提供了实时、精准的

数据支持。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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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孙海华
通讯员 刘 涛 李江泊

“叮叮当当……”1月 20日 16时，中国铁路西

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客车车辆段宝鸡运用车间，

车辆乘务员徐长国和搭档一丝不苟地对一列 25K型

双层列车进行出库前的全面检查。

“每一次检查必须滴水不漏，一定要让‘老伙

伴’状态良好。”与普通单层列车相比，双层列车

内部结构更加复杂、设备分布密集、上下层空间较

为狭窄，这都给检修工作带来更大挑战。

上世纪 90年代，双层列车逐步普及，成为当时铁

路中短途运输的重要力量。随着中国铁路快速发展，

运力大幅提升，双层列车在速度、舒适性、维护成本等

方面的劣势逐渐显现。2010 年后，双层普速列车逐

渐退出历史舞台。徐长国现在维护的双层列车，是全

国唯一保留出厂原始涂装的 25K型双层普速客车。

“它现在是我们的宝贝，承载着无数人的青春

回忆。”徐长国深情地望着眼前的双层列车——今

年是双层列车上线运行的第 27 年，也是即将退休

的徐长国陪伴它的最后一个春运。

如今，双层列车主要在节假日和春运运能紧张

时发挥余热，日常则“扮演”旅游列车的角色。

2024年 10月，这列双层列车意外成为网络热议

的焦点。一位网友用短视频记录了列车独特的双层

结构，引发人们的怀旧热潮，大家纷纷留言称“这是

80后、90后的回忆杀”。有人感叹“小时候坐过双层

列车，没想到还在运行”，也有人说“这不仅是一列

车，更是一段珍贵的时代记忆”。

如今，这辆双层普速客车又重回大众视野，吸

引着众多“火车迷”打卡体验。这种“轮回”让它的

“老伙计”徐长国有些意外，“看到新闻时，心里既

欣慰又自豪”。 （下转2版）

网红双层列车
与它的“老伙计”

2 月 4 日，北京西站，出站的旅客。

当天是正月初七，也是春节假期最后一

天，铁路返程客流持续走高。

据了解，2月 4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

流动量预计32914万人次。其中，铁路客

运量 1690 万 人 次 ，公路人员流动量

30859万人次（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

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 27559 万人

次、公路营业性客运量 3300 万人次），

水路客运量 116 万人次，民航客运量

249万人次。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赵 迪/摄

各地迎来
返程高峰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桂杰

90 后宝妈林贝妮计划开一家制

作宝宝辅食的私房菜馆，既可以兼顾

家庭，又可以增加收入。近日，她了

解到广州市荔湾区新型零工市场有免

费的儿童辅食制作培训，便报名参

加。 5 天里，林贝妮学习了市场分

析、新媒体营销等相关内容，她说：

“我对就业创业更有信心了。”

对像林贝妮这样的待就业群体，

零工市场发挥的作用功不可没。近日，

广州市荔湾区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举

办“就业帮扶 真情相助”就业援助月

活动，现场安排已就业群体分享自己的

就业案例，并由工作人员解读就业补贴

的相关政策，同时举办现场招聘会，进

行一对一就业服务。

目前，以灵活就业人员为代表的零

工群体规模庞大，撑起了零工经济新业

态。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

信息，2024 年，人社部门着力推进就

业公共服务下沉基层，建设了一批“家

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构建

“15分钟”就业服务圈。各地建成省级

集中的就业信息资源库、就业公共服务

平台，截至目前，共有 253家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入驻“就业在线”平台，2024

年发布就业岗位 1.08亿个。

春节前夕，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实地

探访广东、山东、湖北的零工市场，关

注“家门口”就业服务圈如何打造、零

工群体就业难题如何破解等问题。

就业服务驿站为求职者
提供精准服务

今年 48 岁的徐丽燕，每周需陪同

母亲去医院就诊，同时还要照顾上学的

孩子，不久前，徐丽燕来到广州市荔湾

区耀华社区就业服务驿站找工作，驿站

工作人员观察到徐丽燕手工作品精巧，

研发的“扭扭花”非常漂亮，便推荐她

成为“扭扭花”手工培训课程的教师，

实现了灵活就业。

想在家门口就业的妈妈不在少数。

广州市荔湾区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主

任劳健谊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

访时表示：“实现家门口就业最关键的是

精准化提供零工求职招聘对接，通过线

上招聘、专场招聘、流动招聘等多种形

式，为零工人员和企业 （雇主） 提供多

种服务。”

目前，荔湾区周门南路 20 号办公

点的一二层是区级零工市场总站，里面

有综合服务区、信息发布区、对接洽谈

区等多种功能区；依托荔湾区的 22 个

行政街道，设立了 22 个就业服务驿

站；链接区内茶叶、中药材、服装鞋

帽、文具等批发市场建立了 N 个特色

零工驿站。“1+22+N”的就业服务模

式成为覆盖区、街、批发市场的“新型

零工+”市场基础网络。

劳健谊说：“就业服务不止做一个

平台，还需要对未就业者进行深入了

解，对就业岗位进行精准推荐。”

以社区“微力量”服务就
业“大民生”

除了在社区布局“临工驿站”，把招

聘会开到社区里，也是山东省德州市服

务家门口就业的绝招。

近日，记者在德州市广川岔河社区

举办的迎新春·社区就业“微”服务系列

活动暨就业援助月社区招聘会上，见到

了正在招收“手缝纫工”的德州市级传统

手缝纫技艺传承人、瑜芳阁布艺工作室

负责人王晓瑜。 （下转2版）

多地打造“家门口”就业服务圈

探索破解零工群体就业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