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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庆阳市西峰区南湖景色怡人，湖面波光粼粼、清澈如镜，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生态画卷。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李泳宏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汤文婷

扎尕那，藏语“石匣子”之意。这里群

山环抱，石峰凸起，在酷似天然宫殿的巨

型石匣内，森林草原风光旖旎，藏寨佛寺

静卧其间，农耕樵采如世外桃源。在这风

景如画的高山峡谷间，有一条通向外界的

蜿蜒山路，它就是被称为此生必驾路线的

国道 248线“洛克之路”。

“洛克之路”被誉为“中国最美的 100

公里”。这 100 公里山路紧靠峭壁盘旋，向

阳一面金光灿烂，背阴一面烟雾缭绕，无

论哪边都宛如仙境，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被

体现得淋漓尽致。

然而，不同于其他精品旅游路线，“洛

克之路”地势险峻，生态环境脆弱，路面弯

道多，海拔落差大，最高点光盖山顶部海

拔将近 4000 米。因地处洮河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的核心区，“洛克之路”的江车村至

飞线（迭部界）30 公里公路至今仍保持砂

砾路面状态，仅为四级公路。

一到旅游旺季，每天最高达 1.1 万辆

的车流量，加之天气多变、降水频繁，给

“洛克之路”的养护工作带来了巨大的难

度与挑战。

但就在这条路上，在雄鹰都难以飞过

的最高峰光盖山，有一群养路工，他们不

畏艰险，坚守高原，全力以赴保障“洛克之

路”畅通无阻。

信号盲区中的最美流动保障点

1925 年，美国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

来中国考察植物，穿越了从卓尼县扎古录

镇到迭部县扎尕那的一段路，“洛克之路”

因这次探险考察得名。

海拔高，雪期长，30 公里路程没有手

机信号，“洛克之路”的日常养护、公路抢

险、应急救援都是难题。“车上四千米，熄

火难以启，人走一步三喘气”，在这里车辆

爆胎抛锚、旅客出现高原反应的情况时有

发生。

为最大限度保护人民群众安全舒适

出行，甘南公路部门不仅在公路沿线村庄

雇了村民传递车辆、游客被困等信息，并

且在光盖山顶设置了一个公路流动服务

保障点。

“东西不收费，您随便用。”

“我们有工具，可以帮您换轮胎。”

“可能是高反，这里有药还有氧气瓶，

您歇一会就好了。”

一张木质长桌上整齐摆放着药品、氧

气瓶和热气腾腾的方便面……流动服务

保障点温暖了过往游客和司乘人员的心。

流动是为了更加便民。平常养护工

区在哪里，服务点就设在哪里。遇到旅游

高峰期，服务点就设置在游客最多的“飞

线段”起点处。

除了免费供应开水、速食、急救药品

和氧气瓶外，服务保障点上各种维修工

具 一 应 俱 全 。 有 时 候 社 会 车 辆 发 生 故

障，司机会步行或者给过往车辆捎口信

到服务保障点求助，养护职工们就会立

即前往救援。

搬石垫坑、拉绳拖车、更换轮胎……

养护职工从来不会拒绝任何救助请求，常

年在高原风雪里坚守，他们对被困人员的

处境更加能够感同身受。

“零点行动”中的最美公路保畅员

这几年，随着名气越来越大，“洛克之

路”也迎来更大的车流量。

扎尕那的旅游旺季恰逢汛期。降水

多，路面坑槽病害随之出现。面对与日

俱增的保畅压力，今年 8 月 8 日凌晨，甘

南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主动出击、积极作

为，联动当地政府、交通管理部门，集中

力 量 对 30 公 里 非 铺 装 路 段 进 行 大 规 模

整修。

为了让路于民，养护作业采取夜间施

工、错峰作业的“零点行动”模式。

“旅游旺季，白天车流量太大，设备作

业面有限，只能从每天凌晨到早上 8 时错

峰对坑槽进行养护，即便如此，在白天高

密度行车的影响下，新的坑槽还是会陆续

出现，就只能这样来来回回补。”参加养护

作业的卓尼公路段职工温俊瑞说。

车流量最大的几天，从山底到山顶，

所有车辆只能缓慢前行，养护职工还要担

任交通疏导员。如果发现车流停滞不前，

他们便知道是路上出了状况，就会沿线排

查险情。

那几天，温俊瑞白天巡路检查、疏导

交通，晚上照着灯光和同事们扬锨抡镐，

每天只休息三四个小时。

“看着我们疏导交通，一些游客司机

会按下喇叭，向我们致谢。”温俊瑞说，能

被群众认可，再苦也值了。

“洛克之路”的空气含氧量不到内陆

平原的一半，每年有一半时间会出现 6 级

以上的大风天气，且天气变幻莫测，往往

刚填平的路面就被一场大雨冲刷得坑洼

不平，恶劣的天气让养护队的工作量陡

增。长期在高海拔地区工作，职工们的体

力明显透支，即便入职不久的年轻人，几

天下来也会胸闷气短、身体浮肿。

同行更能看得懂“洛克之路”的养护

不易。

“昨天早上我们穿过‘洛克之路’，一

路上都很顺利。途中看到养护施工的同

事们都很辛苦，在高原工作缺氧但不缺精

神，向你们致敬，也向你们表示感谢！”今

年 8 月，养护职工收到了一条来自一位外

省游客，也是一名公路人发来的消息。

如画风景中的最美司乘护航员

“一天见四季，十里不同天”。

“洛克之路”所在区域每年大范围降

雪多达 30 余场，冰雪期长达 10 个月，哪怕

是六七月，仍时常风雪交加。特别是在海

拔 4000 多米的光盖山，山坡积雪厚度最

高可达 2 至 3 米。

一夜降雪，光盖山银装素裹；一夜降

雪，往往也伴随着未知的险情。

今年 3 月 14 日，一场突如其来的降雪

导致部分车辆被困“洛克之路”。天寒地

冻，形势紧急，甘南公路部门接到受困人

员的救助电话仅 10 分钟，便完成应急人

员集结，奔赴百里之外的光盖山顶。

装载机的轰鸣声响彻寂静的山谷，厚

达 1 米的积雪被推出路外……两小时后，

1 公里多的积雪路段露出路面。

天色已经黑透。考虑到夜晚气温低，

刚清理完的路面又比较湿滑，过往车辆仍

有被困风险。救援人员不顾长时间作业

的饥饿与疲惫，利用装载机开道，护送社

会车辆通过危险路段。看到此情此景，车

上司乘人员纷纷向他们竖起大拇指；

5 月 3 日，光盖山突降暴雪，积雪厚度

最高达 3 米。养护队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往雪里一扎就是一整天。低气温天气户

外作业，有的人手上出现冻疮，脚肿得脱

不 下 鞋 子 。 凌 晨 2 时 ，雪 阻 路 段 恢 复 通

行，养护车闪烁着警示灯，再一次将社会

车辆护送通过危险路段；

8 月 8 日晚，雷电交加，暴雨如注，短

时强降雨造成“洛克之路”多处路段发生

水毁泥石流。养护职工连夜作战至次日

凌 晨 3 时 ，水 毁 路 段 有 序 恢 复 通 行 。 此

时，每个人的衣服都已被大雨淋透……

在山路上抢险，辛苦只是其次，每一

次除雪工作都会和危险打个照面。

尤其是在飞线段除雪。白茫茫一片，

看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崖，稍有不慎，就

会连机带人滑下山崖；装载机推完下面的

雪，山坡上的积雪就不稳定了，还要时刻

防范发生雪崩。

然而，对高原上的公路人来说，保通

保 畅 是 职 责 所 在 ，使 命 所 在 。 在 海 拔

4000 米的公路上，最稀缺的是氧气，最宝

贵的是精神。

“在这里养路就是讲奉献，入了这一

行就没后悔过！”甘南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负责人说。

恢宏巍峨的光盖山，见证着甘南公路

人艰苦奋斗、担当作为的日日夜夜。随着

国庆长假即将到来，“洛克之路”又将迎来

又一次客流高峰。

在这里，在甘肃降雪周期最长的公路

上，公路人做好了打赢又一场除雪保畅攻

坚战的准备。

海拔 4000 米，景美人更美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李永萍

初秋时节的一个早晨，庄浪县永宁镇苏家河湾村，薄

雾渐散，山风轻拂，捎来几许清凉。

“快进院子，来屋里坐。”一位衣着朴实、模样精干的

中年女子笑意盈盈地迎了出来，热情地招呼记者一行。

步入庭院，干净整齐的院落内，两名孩子站在屋门口，看

上去略有些腼腆害羞，她是姐弟俩的婶婶。21 岁的姐姐

欣欣和 19 岁的弟弟鹏鹏，幼时丧父，母亲出走，幸得叔叔

婶婶的悉心照料与抚养，二人得以在关爱中健康成长。

“我来看看你们！过几天你们都要去上大学了，要开

始新的学习生活了，东西准备得怎么样了？”结对帮扶干

部李小龙笑呵呵地向姐弟俩打招呼。“李叔叔来啦！”看到

李小龙时，姐弟俩语气中透着兴奋。

李小龙是永宁镇纪检委书记，自我省“结对帮扶·爱心

甘肃”工程建设启动以来，鹏鹏便成了他的结对关爱对象。

李小龙经常通过电话、微信与鹏鹏交流，到家中走访看望，

嘘寒问暖，帮助他们解决大大小小的问题，慢慢地，鹏鹏打

开了心扉，生活和学习中的点点滴滴都愿意跟他分享。

今年高考，姐弟俩顺利被高校录取。“我很喜欢李叔

叔，在我心里，他比亲戚还要亲！”鹏鹏笑着说。

对于鹏鹏家而言，爱心帮扶并不止于此。

台灯、文具、图书、助学金……每年，庄浪县大爱无疆

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都会定期走访，为姐弟俩送上爱心

物资和温暖的慰问，鼓励他们好好学习。

8月 28日，鹏鹏和姐姐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甘

肃义顺助学公益基金会捐赠的两台崭新的爱心笔记本电

脑，这让姐弟俩开心不已，拥有了上大学前满满的仪式感。

此外，姐弟俩都被纳入了我省“福彩圆梦·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助学工程”。上大学后，姐弟俩每人每学年可获

得 1 万元助学金，这也将大大减轻他们的家庭经济负担。

“从小到大，我收获了许多沉甸甸的关爱与鼓励，大家

对我的帮助我会铭记在心。进入大学，我会好好学习，不

断提升自己，将来尽我所能去回报社会、回报家乡、回报帮

助我的爱心人士。”鹏鹏对即将开始的新生活充满了期待。

“现在的政策好啊，处处有人帮，家里还多了位好‘亲

戚’，让我们一家人心里暖暖的，真心感谢每一位帮助过

我们的人……”鹏鹏婶婶的言语中道不尽感谢。

在庄浪县，像鹏鹏家一样的暖心帮扶故事不是个例。爱心善举如圈圈

涟漪，在这里持续荡漾、绽放，不仅温暖了人心，还感召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自“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开展以来，庄浪县积极响应省委

省政府号召，引导和动员全县上下大力弘扬爱心文化，倾情帮助、暖心关

怀。全县 5593 名干部与 6240 名孤儿、困难重度残疾人、特困家庭结对

认亲，深入实施爱心扶孤、爱心助残、爱心济困行动，以人文关怀、精准关

爱为主，力所能及奉献爱心、关爱他人、服务社会，开展联系交流 41707

人次，实地走访 27830 人次，帮助解决困难 3020 个，帮办实事 3952 件，

落实政策 26582件，累计资助资金及物资折合达 131.2万元……

此外，民营企业家、社会爱心人士、慈善组织、商会协会等社会力量

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参与结对帮扶，目前全县社

会组织、商会协会捐赠资金及物资共计 91.3 万元。

同时，庄浪县统筹整合各职能部门工作力量，精心组建了 4 支专项

关爱队伍，紧密围绕关爱对象的实际需求，扎实开展帮学助教、医疗康

复、心理抚慰、亲情关怀等“四个一对一”帮扶，以精准、深入的帮扶措

施，有效解决关爱对象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星火成炬，涓滴成海。如今，在庄浪这片充满爱与关怀的土地上，

一场温暖人心的爱心行动正在悄然展开。

记者手记

向阳而生 逆境绽放
采访中，鹏鹏一家的故事，令

人动容。

一个普通农村家庭，叔叔婶

婶在抚养自己家两个孩子的同

时，将鹏鹏姐弟俩视如己出，拉扯

他们长大，供他们读书。这些年

来，家中还有老人需要赡养，鹏鹏

姐姐因患先天性腿部疾病数次进

行手术治疗，而鹏鹏叔叔也不幸

突发脑梗，导致偏瘫……这些不幸

叠加，换作一般家庭，可能就此被

压垮。但鹏鹏一家齐心协力、自

立自强，勇敢战胜生活中的困难

和挑战，让我们看到了生命在磨

砺中闪闪发亮的“向上力量”。

爱 或 有 缺 角 ，但 不 会 缺 席 。

鹏鹏姐弟俩虽然自幼缺少了父母

的陪伴，但是叔叔婶婶如同亲生

父母一般，用他们的关怀和爱护

填补了姐弟俩心中的空缺。爱心

叔叔的暖心帮扶、学校老师的悉

心辅导、社会力量的爱心扶持、政

府政策的坚实支持……这些温暖

点滴共同构筑成姐弟俩成长道路

上的坚强后盾，让他们感受到爱

的温暖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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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谢晓玲
通讯员 王黎奎

“遇到雨雪天气，打开手机一

键搜索，就能迅速到附近的工会

驿站去避雨。能喝热水能歇脚、

能给手机充电，还有免费的雨衣

和雨伞。”近日，金昌外卖送餐员

黄小军说，“工会驿站，像家一样

温暖。”

近年来，金昌市总工会在抓

好 户 外 劳 动 者 驿 站 服 务 的 基 础

上，围绕职工需求，推动户外劳动

者爱心驿站与公路驿站、零工驿

站等互融共建、多元发展，并利用

驿站广泛开展思想引领、就业援

助、维权服务等系列活动。

散落在全市各个角落的工会

驿站，把温暖和关爱送到了广大

职工身边。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环卫工人

等户外劳动者，在守护城市的同

时，面临“吃饭难、喝水难、休息难、

如厕难”等现实困难。为解决好他

们的这些“关键小事”，从 2021 年

起，金昌市县（区）工会先后投入资

金 200多万元，在全市高标准建成

户外劳动者驿站 67家。站内配备

沙发桌椅、日常用品、报纸书籍等，

并印制配发了政策法规、文明规

范、帮扶救助、防范网络诈骗等知

识手册，成为广大户外劳动者“累

了能歇脚、渴了能喝水、饭凉能加

热、闲时能充电”的“暖心屋”。

为解决货车司机长途驾驶中

“喝口热水、吃口热饭、洗个热水

澡、睡个安稳觉”的需求，2022年，

金昌市总工会在车流量较大的永

昌县沿 312 国道等地建设“货车

司机之家”工会驿站 4 家，站内配

备电视机、洗衣机、饮水机、维修

工具、应急药箱以及“共享厨房”

“标准客房”“娱乐健身房”，为货

车司机提供全方位的周到服务。

2023 年以来，金昌市总工会

在务工人员相对密集的永昌县城

关镇、金川区金戈购物中心建材

市场等地建设零工驿站 4 家，为

务工人员提供落脚点，并建立“线

上+线下”服务体系，提供政策咨

询、岗位供求、用工登记等“全链

条”服务，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就

业岗位信息 1820 个，达成就业用

工意向 534 人，实现零工找活“点

对点”精准对接，“找活”和“招工”

自助匹配、无缝衔接。

如今，全市已建成工会驿站

75 家，其中 4 家被评为“全国最美

户外劳动者驿站”。这些服务出

圈、活动出彩、形式出新的工会驿

站亮相街头巷尾，服务一群人、照

亮一座城。

——金昌持续推进工会驿站建设见闻

服务一群人 照亮一座城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煜宇
通讯员 张卓宁

在陇南电商发展进程中，青年力量不

可或缺——他们带着对农业发展的创新思

维和青春热情，在这片土地上挥洒汗水。

近年来，陇南紧抓国家大力发展电子商

务的有利时机，着力打造“陇南电商”品牌，吸

引了大量青年返乡创业助力乡村振兴。

截至目前，陇南电商经营者队伍稳定

在 1.4 万个，农产品累计销售额 380 多亿

元，带动农村居民就业 30 多万人，培训农

村人才 32 万多人次，80%以上的电商从业

者是 35 岁以下的青年。

一

“新鲜核桃吃起来香，这次优惠力度

这么大，肯定要抢！”“直播间的宝宝们也

可以点击左下角的分享按钮，将直播间分

享给亲朋好友，让他们一起来买买买！”

2024 年成县核桃节，陇小南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的直播间非常热闹，年轻的主播们

在镜头前推介陇南核桃。

陇小南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主要负责

人赵武强今年 36 岁，不仅是陇南“电商助

农达人”，还是全市青年电商的领军人物。

多年来，赵武强坚持完善陇小南“超

级联农带农机制”，以“党支部引领、销售

公司驱动、生产公司支持、种植合作社协

作、农户参与”为核心，充分发挥党建带团

建的作用，带领一支平均年龄不足 30 岁

的电商青年团队，把电商致富的梦想一点

一点拼成现实。

“我们建立了青年电商创新创业孵化

载体运营机构沟通协调机制，打造了‘青

年电商学堂’，重点开展电商运营、网络主

播、短视频制作等领域专题培训；以‘陇南

市青年电商孵化基地’为基础，吸引青年

来陇小南就业创业，助力青年电商创业项

目孵化加速；成立了‘青年电商志愿服务

队’，引领青年在数字经济领域建功立业，

打造新业态下青年助力乡村振兴的新模

式。”陇小南团支部书记徐兰说，每逢节假

日和农特产品应季之时，全市青年电商、

网络达人、驻村第一书记等，在团市委、市

青联的统一组织下，开展不同主题的直播

助农系列销售活动，去年共直播助农 43

场（次），实现销售额达 233.7 万元。

截至目前，陇小南累计流转土地 630

亩，与农户签订核桃订单种植面积达 2 万

亩，8000 多户群众成为直接受益群体。同

时，通过超级联农数据库，陇小南直接带动

脱贫户 522户，间接带动群众 1万余户。

二

如何让更多的青年电商尽快成长起

来，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新鲜血液？

陇 南 市 靶 向 发 力 ，通 过 开 展 青 年 沙

龙、读书分享会等，优化学习方式、丰富学

习载体，引领广大农村青年在乡村振兴中

找到自己的“发力点”。

全国人大代表、陇南市青联委员梁倩

娟是一名农村电商从业者。多年来，她通

过互联网把家乡各种农特产品销往全国

各地，带动乡亲们增收。同时，梁倩娟还

发挥电商“领头雁”作用，以“青联委员工

作站”为依托，分享学习心得，为身边青年

讲授电商知识，引导带动身边青年开展学

习、共同进步。

共青团陇南市委组织返乡大学生、返

乡青年开展了以青年创业为主题的创业

实践活动和“乡村振兴 青春助农”直播带

货活动，鼓励全市返乡青年在电商直播销

售、乡村振兴等一线挺膺担当，成为领跑

乡村振兴的带头人。

截至目前，陇南市累计举办各类直播带

货100余场（次），参与青年300多名，帮助1万

余户农户增收，农产品销售额5560余万元。

三

作为陇南市农村电商青年优秀代表，

“90 后”崔东辉在电商领域小有成就。他

成立的电商品牌“小崔蜂蜜”，先后被多家

媒体报道，帮助当地 16 家合作社、54 家蜂

农 207 人实现增收。

“我通过团市委组织的培训，掌握了

电商相关的业务知识，一步步成长起来，

产品的包装升级了、营销方式对路了，销

售量直线上升。”崔东辉说。

近年来，陇南市大力培养青年电商人

才，实施了“培训、比赛、孵化”相结合的育

人模式，累计在电商领域建立“青年之家”

“青年电商孵化基地”10 余个，共培训农村

青年电商人才 1000余人次，让有志于从事

或推进农村电商发展的年轻村组干部、农

村党员骨干、返乡创业青年、退伍军人成为

懂业务、会经营、能致富的电商人才。

共青团陇南市委还积极联合各大电商

平台，共同培育青年电商人才。在全市培育

网络直播人才，有针对性地推介销售本土农

特产品，帮助青年电商在实战中快速成长。

武都区马营镇村民张晓玲便是受益

者之一。由于腿部残疾，张晓玲平时要靠

坐轮椅和拄拐杖行走，没法外出打工。这

几年，通过连续参加全市电商培训，张晓

玲很快掌握了网上开店的相关技能，开了

一家“晓玲姐的小店”，销售自家种的中药

材，日子越过越殷实。

如今，放眼陇南，完善、成熟的电商产

业链已初步形成，大量农村青年投身其

中。电商已成为陇南广大青年施展才华、

竞展风采的大舞台。

陇南 青年力量挑起电商“大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