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穿上故宫联名款国产帆布鞋，
涂上故宫推出的口红，到汉服馆里
拍一组古风大片……近来，国货品
牌备受关注，国货推陈出新，变身
新网红品牌，一时间各种各样的国
潮产品成为大众关注的话题，逐渐
进入大众生活。

“故宫联名款目前只有最大号
了。”市区一家商场运动鞋专柜，某
国产品牌推出的故宫联名款帆布鞋深
受年轻人喜爱。“下手晚就断货了，
我都来两次了。”一位年轻顾客说。

解放路一家文具店里，几个学
生正在挑选国风中性笔。旗开得
胜、鲤跃龙门、一举夺魁、蟾宫折
桂，4种颜色代表4种美好寓意与祝
福，颇受考生青睐。

在家居上，不少年轻人更加喜
欢简约的东方设计，一种名为新中
式的装修风格颇受青睐。“女朋友喜
欢新中式风格，这几天正在选购家
具。”准备装修新房的董晨旭说，

“看到设计方案，还是被惊艳到了，
很期待成品。”

近几年，汉服也流行起来，大
街上穿汉服的人越来越多。不久
前，沧州有了首家汉服馆。从此，
着一袭汉服，挽一支发簪，泡一壶
清茶，闻一缕幽香，有了专属空间。

小到一支笔，大到满屋家具，
吃穿住用，都能看到国潮风。随着
产品品类增加，小众群体崛起，国
潮开始将传统美学与现代设计艺术
融合，一些品牌用“新瓶装老酒”
的形式，将复古元素融合国潮再次
呈现，唤醒消费者心中的童年回忆。

在一家生活类APP上搜索“国
潮”，从穿搭、写真、美妆、汉服到
火锅店，五花八门的相关帖子扑面
而来。“一些国潮产品，颜值高，且
自带话题性。不仅使用起来有面子，
在社交网站上分享，也有人气。”一
直喜欢国潮产品的刘晓萌说：“当国
潮不再拘泥于一种元素，不流于表
面，开始拥有多样的风采，就会逐
渐走向大众，成为一种生活新方式。”

电动车下楼电动车下楼

须解充电难须解充电难
□□ 北 思

成都一小区电动车电
梯内起火的视频在网上热
传已有一段时间，人们对
电动车能否上楼的话题也
在持续讨论中。各地消
防、物业纷纷拿出措施，
阻止电动车上楼，更有小
区 直 接 用 上 了 “ 黑 科
技”，只要电动车进了电
梯，电梯就会报警并停止
运行。

“禁止电动车上楼”
的举措得到了很多人的赞
同，然而，更多的电动车
主却犯了愁：地下室没有
充电口，小区的充电桩又
不够用，上楼又进不了电
梯……

随着城市建设的日新
月异，高层住宅已覆盖沧
州市区各个角落，人们在
享受现代化物业服务的同
时，也面临种种困扰。就
拿普通的代步工具——电
动自行车来说，充电成了
一大难题。

看看周边的高层住宅
小区，小桥流水、花草浓
荫、环境优美。为了方便
居民电动车充电，小区里
配置了充电桩，少则十几
个，多则上百个。但是，
小区内电动车保有量远远
超过了充电桩的数字，几
乎每家每户都有电动车，
有的甚至两三辆。小区现
有充电桩，难以满足几千
辆电动车的充电需求。且
充电桩使用价格偏贵，让
很多人望而却步。对于老
旧小区来说，这一问题就
更加明显，充电桩少、没
有电梯，很多人拎着电瓶
上楼，要不就是从窗户上
甩线充电，安全隐患很
多。

为了居民自身安全，
禁止电动车上楼、杜绝安
全隐患，这是必须的。但
要想彻底阻止“进楼入
户”“人车同屋”，还是得
先解决电动车停放、充电
这些关键问题。

电 动 车 的 管 理 看 似
简单，其实需要多部门
相互协调才能做好。现
在很多小区都在地下室
开 辟 出 空 间 存 放 电 动
车，然而却没有充电设
备。社区和物业是否可
以尝试为电动车开辟一
个固定、独立且安全的
区域，既能存放，又能
充电。另一方面，如果
物业资金有限，是否可
以引入社会资本，配备
足够多的符合消防安全
标准的充电设备和火灾
抢救设备，为业主提供
合理且惠民的价格，这
样，车主也没必要推车
上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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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米车厢，聚集着她的光与
热；平凡岗位，有着她不凡的坚
持；没有轰轰烈烈之举，细水流
长汇集的闪光点，也能成为他人
的榜样，是坚持不懈的汗水，是
与人为善的古道热肠，又或是单
纯的正能量。

滚滚前行的车轮，见证了她
的不凡人生。

12年乘务员被称“活地图”

1988年，王敏走出校门，成
为沧州市区1路公交车乘务员。

售票、引导乘客文明乘车、
给乘客指路……初来乍到，王敏
先是跟车实习，很快就适应了岗
位。

为了当好“活地图”，给乘
客提供沿线各单位信息，王敏利
用业余时间跑遍市区大街小巷，
熟记沿线各个单位地址，有时候
步行，有时候骑自行车，边走边
打听，短短几天时间，1路公交
车沿途重要地点位置，王敏就了
然于心。如果有乘客问到新的陌
生地点，她就接着找。

那时候公交车车次少、线路
少，乘客人流量大，全程几乎处
于满员状态。在车厢里走动，她
几乎脚不沾地。

人多工作量大，但并没有影
响王敏的工作热情。她始终对老
弱病残孕等特殊乘客给予特殊照
顾，文明服务用语长挂口头。

1998年的一天，在长途汽车
站，一对农民夫妇搀扶着一位年
迈的老人，还带着许多行李，在
站牌候车。车停稳，王敏马上下
车搀扶老人，帮她找好座位。经
询问得知，他们是从外地赶来给
老人看病。一路上，她一边安慰
他们不要急，一边告诉他们在哪
站下车。到中心医院时，她又搀
起老人将他们送下车。

“请您收好票。”“请您放好
零钱。”……王敏热情又礼貌地
欢迎每一位乘客。“闺女，你这
样不累吗？”一位老年乘客忍不
住问。“只要乘客满意就不累。”
乘客的肯定更坚定了王敏热心服
务的信心。

像这样的事儿，在王敏的行
车途中，每天都在发生。“这就
是我们的本职工作，不只是我，
我的同事们都是这样做的。”王
敏说。

除此之外，王敏还自学《乘
务学》《乘客心理学》，学习并熟
练掌握哑语和英语报站，成为当
时省内同行的样板，先后被评为
省“十大服务明星”乘务员、省
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她
说：“在车厢这方小天地里，我
就是主角，有责任让来自天南地
北的乘客宾至如归，如沐春风。”

当乘务员12年，坐过王敏车
的乘客超过百万人次，从没有人
因不满意服务而出现纠纷，当时
的公交公司，经常接到表扬王敏
的热线电话。几年前的一天，王
敏和同事乘坐公交车，一上车，
发现乘客较多，习惯性地维护起
车内秩序。此时，一位乘客看着
她说：“你是王敏。”王敏并不认
识这位乘客。“我是1路公交车的
老乘客了，还记得你的声音。”
而那时，王敏已经不当乘务员有
十几年了。

“公交王敏服务热线”一直热

一天早上，一位家长送孩子
上学，乘坐公交车时把书包落在
车上，到了校门口，家长才发现
书包丢了。家长赶紧拨通了“公

交王敏服务热线”。当天，正是
王敏在接听热线，了解了基本情
况，王敏通过“公交智能调度网
络”将信息发布出去，并安排公
交车“接力传递”，迅速将孩子
的书包送到校门口。

“市民有所呼，公交有所
应”。今年 3月 17日，结合“学
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沧州公交集团公司开展“集中汇
民意、开门评公交”活动，其中

“公交王敏服务热线”成为5个评
价渠道之一。

每周固定一天，王敏会来接
听热线电话。“公交王敏服务热
线”是两部人工接听的固定电
话，是公交与市民的桥梁和纽
带。热线电话建立于 2005 年 2
月，2011年以王敏的名字，重新
命名为“公交王敏服务热线”。

此外，公交集团已经建立了
扫码评公交、公众号发布等现代
网络沟通方式。每天有专门工作
人员收集市民的建议和意见，目
前已收到乘客评价信息近 4000
条，部分建议已经落实。

不忘初心的“党代表”

2002年，王敏担任市公交总
公司营运三公司副经理，2003
年，担任市公交总公司党委副书
记。虽然不再常驻服务一线，但
王敏一如既往地贯彻服务理念，
强化基层工作的服务本领。

2004年，公交车实行无人售
票，车长由单一驾驶角色转变为
集各种岗位于一身的综合角色，
公司对所有车长培训，增加德、
日、韩、俄语等日常用语，提高
他们的服务技能、方法以及突发
事件的应对能力。

去公交车厢，慰问一线职
工，检查车容车貌；到站台、站
亭，与市民面对面交流；与年轻
职工谈心，鼓励他们参加公交业
务技能培训，为开放的沧州提供
更高水平的公交服务……从一名
普通乘务员，到党的十六大代
表，王敏一直坚守初心和使命，
从不曾忘记一名公交人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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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礼建党百年 记录百名先锋

王敏王敏
车厢小天地车厢小天地 写就不平凡写就不平凡
□□ 本报记者 尹 超 本报通讯员 刘文环

沧州城，运河畔，中国大运河
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园正在规划筹建
中，蜿蜒宜人的运河景观、汇聚沧
州文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
以及体现沧州近代工业文明的大化
工业遗址，每一处都牵动着沧州人
的心。

日前，记者从市大运河文化发
展带建设办公室了解到，依托中国
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园建设，
沧州大化老厂区将成为公园中的一
个重要区域——大化工业遗址，保
留铁轨、造粒塔及周围设备，通过
重新粉刷和清表，再现昨日大化厂
区曾经风貌。

废弃的铁轨，破旧的厂房，满
满的年代感。走近、感受，似乎也
走进那段曾经的岁月。

周末，蓝天白云，清风如许，
在沧州大化集团退休职工李玉水的
带领下，记者走进沧州大化老厂区，
感受不一样的工业风情。入口处的
林荫大道上，鸟儿飞过，树叶飘落。
这条大道，74岁的李玉水走了40多
年，再一次踏上这片土地，那段记
忆涌上心头。

穿过几条小路，在厂区东侧一
片僻静处，两条有近50年历史的铁
轨蜿蜒曲折，通往远处。只见周围
树木掩映，杂草丛生，铁轨锈迹斑
斑，蜘蛛网挂在了枕木上。尽头处，
一个废弃的液罐静静停放，偌大的
站台非常空旷，几根柱子斑驳陆离，
蓝色的传输带已褪了颜色，只有那
被磨得光滑的传送口，似乎诉说着
曾经的辉煌。

1974年，李玉水进入沧州大化
集团（原沧州大化），他记得这两条
铁轨就在当年铺设，一直从厂区通
到了货场（原北货场），长度足有四
五公里。当时，厂里建起了铁路调
度室，买了火车，约二十几节车皮，
还有液罐，将原材料运进来，再将
尿素成品运出去。工厂投产后，车
间生产的产品通过传输带输送到站
台，工人用小推车一车车装上火车，
通过货场发往全国各地。“当时全国
生产尿素的设备只有13套，当时大

化占了其一。”李玉水感慨，那些
年，大化生产的尿素供不应求，在
全国都很有名。

厂区的西侧，一座圆柱形的塔
高高耸立，塔的四周是错综复杂的
机械和管道。“这是造粒塔，尿素从
最高处造粒，落到几十米下的平台
上成粒，拨料机来回旋转，进入槽
中送到传送带，再上达至成品车
间。”站在空荡荡的造粒塔中，李玉
水很是动情，曾经的生产场景恍如
昨日。

造粒塔的南侧，压缩机层层
叠叠，管道高低错落，“责任胜于
能力”的大牌子依然高高悬挂。
尽管这些设备已生锈、剥落、老
化，但在今天看来依然壮观。“这
阀门少说也有上千个。”转一转开
关阀，拧一拧螺丝，李玉水的心
头涌动一股热流，从前机器轰
鸣、热火朝天的盛景似在眼前。
在另一座稍细的高塔前，李玉水
停了下来。“这是合成塔，生产液
氨用的，当年工人用100个轮子的
平板车才把它推进来的。”作为一
个老大化人，曾经的辉煌始终铭
记心中。

堆满货物的仓库，人声鼎沸的
车间，走过厂区的各个角落，李玉
水都会想起过往。一边是不舍，一
边是憧憬。不舍的是，这里每一处
场景，都曾浸透着大化人的血汗；
憧憬的是，未来这些都将成为工业
游览景观，靠着它们，人们可重温
昔日大化风采。

穿行在空旷的大化老厂区，不
见一个行人，只有几处工程建设指
挥部在忙碌。旧时的铁轨站台，将
被打造成文创集市，而造粒塔则有
望建设一个瞭望看台，可俯瞰整个
大化工业遗址。

岁月更迭，历史与现代，将在
这里汇聚、交融成更美的运河风光。

因年代而褪色因年代而褪色因年代而褪色，，，记忆却永久留存记忆却永久留存记忆却永久留存，，，大化工业遗址大化工业遗址大化工业遗址———

那段斑驳铁轨那段斑驳铁轨那段斑驳铁轨
那座高高的塔那座高高的塔那座高高的塔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宝梅赵宝梅 摄摄 影影 魏志广魏志广

花样国风花样国风 成年轻人新宠成年轻人新宠
□□ 本报记者 尹 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