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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大军”越来越少，过年返乡越来越好

　　临近春节，许多在
外务工人员正奔波在返
乡路上。过去，在我国
南方，数以万计的外出
务工人员会选择骑摩托
车返乡过年，浩浩荡荡
的“摩托大军”成为春
运期间一道独特的风
景。近年来，这支“摩
托大军”从高峰时期的
百万辆，变成了如今
三三两两的“游击队”，
逐渐淡出了公众的视
野。（《北京青年报》
1 月 30 日）
　　诚然，俗话说：“有
钱没钱，回家过年。”
可实际上，有钱的人与
没钱的人，回家方式各

有不同。“千里走单骑”
并非想象中那样浪漫和
潇洒。且不说，尚未开
春，寒风凛冽，骑行直
面低温，严寒侵入骨髓。
两个轮子扛起大包小
包，高速穿梭于四个轮
子间，人包铁的摩托车
难以带来安全感。试问，
过去若非生活所迫，何
须骑行回家？
　　“摩托大军”之所
以逐渐消失，媒体分析
有 4 类原因：其一，以
高铁为代表的长距离公
共交通工具更为便利；
其二，道路基础设施逐
渐完善，搭车直通到
家；其三，乡村振兴让

更多外出务工人员扎根
家乡，不必远行；其四，
群众收入水平不断增
加，过年回家无须拮据。
总而言之，不断提高的
物质生活水平，让过年
回家不再是一件难事。
　　从“两个轮子”到
“四个轮子”，从“四
个轮子”到“上千轮子”，
再从“上千轮子”到“没
有轮子”，过年返乡越
来越休闲，越来越舒适。
好心情不被“回家难”
折损，返乡旅程便可以
尽情欣赏沿途风光，团
圆饭前也有了数不清的
谈资。过年返乡选取何
种交通工具，看似“生

活小事”，实际上却直
接牵扯千家万户的幸福
感。
　　当然，对部分群众
来说，过年虽然可以不
必骑行，可返乡焦虑却
未见消弭。开车焦虑堵
在高速公路上；搭车焦
虑买不到合适车票；乘
飞机焦虑遭逢航班晚
点。每逢春运，“人在
囧途”总能在全国各地
上演。眼下新冠疫情尚
未完全消散，搭乘公共
交通工具存在风险，不
排除有人“舍近求远”，
仍然选择摩托车骑行返
乡。
　　解决人民群众返乡

难题，当大事大抓。一
方面，我们要关注多数
人的返乡方式，优化交
通，合理分流，确保群
众及时安全返乡；另一
方面，也要关注少数人
的出行方式，提供贴心
便捷的导航、饮食、检
修服务，让“千里走单
骑”不再困苦。
　　面向未来，希望骑
行返乡不是群众归家的
“被迫选项”，而是我
们享受生活的“主动选
项”。“摩托车大军”
可以少一些，但不能再
多了。

█严奇

两名消防员救火牺牲，消防安全不能说说而已

　　据广西消防，2022
年 1 月 31 日 23 时 58
分，河池支队指挥中心
接到报警：河池市大化
瑶族自治县大化镇古感
村局劳屯一民营沙发生
产作坊发生火灾。消防
到场立即营救出 5 名被
困群众，仍有 2 名被困
群众情况不明，搜救小
组再次进入楼内逐层搜
救时，火灾现场突然轰
燃，造成 2 名消防救援
人员失联。消防救援人
员欧保尔和韦吉德在营
救被困群众过程中英勇
牺牲。（2 月 1 日 《人
民日报》）
　　该报道一经发布，
引发无数人的惋惜。消
防人员不顾危险进入火

场的身影是英勇的，但
是这样的身影应该少一
点，再少一点。除夕本
应是阖家团圆，平安喜
乐的日子，这两名消防
队员的家人却永远失去
了他们。
　　此次广西发生的火
灾位于一家民营沙发作
坊，根据火灾内受害人
数判断，该作坊人数少、
规模小，而沙发的制作
材料多为木材、布料、
海绵等，多数为易燃物
品。而根据网友评论，
该地民营小作坊多为家
庭制，多为楼下作坊、
楼上住户等形式。而临
近春节，天气寒冷，部
分农村地区会有烧火烤
火的习惯。在多种可能

因素的交织下，该作坊
的火灾隐患较为严重。
初步失火如果没有得到
控制，很容易蔓延形成
大型火灾。
　　一直以来，我国非
常重视防火问题。山林
火灾、家庭失火、宿舍
失火等等，火灾是最经
常、最普遍地威胁公众
安全和社会发展的主要
灾害之一。火灾中无论
是否造成伤亡，带来的
灾难都是巨大的。对于
受害者来说，即使没有
伤亡，他们也损失了财
物，可能来年的收入岌
岌可危，无法维持生活
所需。而这次火灾更是
造成了人员伤亡，对于
受害者、消防员以及他

们的家属而言都会造成
巨大的精神伤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防法》规定：“消防
工作贯彻预防为主、防
消结合的方针，按照政
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
监管、单位全面负责、
群众积极参与的原则，
实行消防安全责任制。”
　　防患于未“燃”，
消防安全不能说说而
已。为了避免类似火灾
再次发生，当地相关部
门必须采取有效措施。
当地政府应该组织消防
小队，挨家挨户走访调
查，帮助民众找出火灾
隐患，普及防火灭火知
识。同时可以以社区或
者街道为单位，组织灭

火器使用教学，为类似
小作坊等隐患较大的地
点配置灭火器，以期在
火势较小时能够将火灾
扑灭，避免造成更大损
失。
　　火灾是一种偶发性
的灾害，民众能做的就
是尽力预防，努力消灭
隐患，做到安全用火。
在惋惜这次广西发生的
火灾事故时，要跳出地
区和类型限制，不管是
在家庭、作坊、工厂等
各种地点中，都要时刻
小心，谨记消防知识，
让火灾中那些英勇的身
影少一点，再少一点。

█李雨倩

助力盲人返乡，用心照亮视障群体回家路

　　2022 年 1 月 29 日
下午，中国铁路上海局
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客运
段列车长王传栋和同事
们，帮助南京地区一家
盲人按摩店 12 名盲人
旅客从购票进站、中转
换乘、便捷出站、安全
到家的“一站式服务”
受到了网友们一致的好
评。（1 月 29 日央视网）
　　今年春运前夕，王
传栋看到网上有一家南
京地区的按摩店老板留
言，因自己店内的 12
名盲人员工购票和出行
困难，不知如何是好。
了解到相关情况后，王
传栋和同事们主动帮助
12 名盲人旅客购票，并

联合车站工作人员、志
愿者开展了一场爱心接
力，将 12 名盲人们全部
平安地送回家乡。
　　全面服务，重点照
顾，一直是铁路部门的
服务理念。为了更好地
践行“全面服务，重点
照顾”，在线上，铁路
部门推出了 12306 爱心
模式，里面的菜单结构
更加简化明了，增加手
机读屏功能，还可以一
键拨打订票电话；在线
下，铁路部门加大了对
残障人士的乘车硬件设
施的投入，开辟残障人
士绿色服务通道，增加
车厢内无障碍卫生间的
设备设施，并开设优先

进站、便捷出站等温馨
举措，真正地做到让旅
客出行更加“便捷化”，
让设备设施更加“人性
化”，让服务标准更加
“优质化”。
　　“用心”，才能“看
见”。对于任何一个服
务行业来说，只有“用
心”感受，才能“看见”
实际需求。因为列车长
王传栋的用心，所以发
现了这 12 名盲人旅客面
临的困难；因为乘务员
“用心”准备爱心小卡
片并用盲文刻上手机号
码，才让盲人旅客能够
“看见”温暖。铁路工
作人员的“用心”，“看
见”了盲人旅客的困难，

也让他们“看见”除了
黑暗以外的色彩。
　　每一个小群体，都
不该被忽视。中国视力
障碍的残疾人群大约有
1700 万人左右。在盲人
的世界中，天空是没有
色彩的，太阳是没有光
的，世界是没有颜色的。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段
10 分钟的路程，他们要
用上半小时，甚至更久。
日常生活中他们害怕出
门，因为盲道的前方随
时可能会放置私家车，
亦或是摆摊老板的小
推车挡住了他们的“眼
睛”。这一次，他们的“眼
睛”没有被挡住，因为
铁路部门从网上看到了

盲人按摩店老板发出的
求助信息后，立即成为
他们的“眼睛”，让他
们的返乡之旅得以畅通
无阻。
　　弱小，不该被忽视，
更不该被抛弃。中国高
铁不断“加速”的同时，
并没有忘记那些“走得
慢”的重点旅客。风驰
电掣，只能说明中国高
铁性能优良；用心服务，
方能显现中国高铁卓越
之处。愿每个“黑暗”
中的你，都能拥有一双
这样“眼睛”，感受五
彩斑斓的世界。

█郑功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