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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季明智 孟杰

只要一家人在一起
在哪里都是团圆年

在济南轨道交通7号线龙奥大厦站，早晨6点
半，天还蒙蒙亮，李增虎和工友们就已经到岗。临
近年底，大家心里的安全弦崩得更加紧了。

早晨的安全晨会，照例对施工中需要注意的
安全事项进行了叮嘱，并强调了全天的作业进
度。按照施工计划，今年5月份，龙奥大厦站就要
完成钻孔灌注桩的施工。作为项目现场的施工负
责人，李增虎心里还是挺有压力的。

“这里位置比较特殊，工期紧，任务重。”李增
虎告诉记者，现在施工现场共有5台旋挖钻同时
作业，目前已经打了190根桩，整个春节期间，他
们也将驻守岗位，一刻不停。

李增虎所在的班组共有60人，全部来自济
南以外，根据目前的进度，春节期间，现场至少
要留下来15个人，作为现场负责人，李增虎当
仁不让成了其中一员。

在没有收到春节要坚守的通知前，李增虎
其实也有着自己的春节计划。老家在潍坊临
朐，成家后，李增虎和妻儿把家安在了潍坊，这
个春节，李增虎本来打算要带着妻儿一起回老
家热闹一下。“大儿子12岁、小儿子5岁，都还没
在老家过过春节。”得知李增虎不能回家过年，
一放寒假，妻子就将两个孩子带到了济南，但
因为工作繁忙，妻儿在济的4天里，李增虎也只
是陪他们吃了一顿饭。

从事了13年的轨道交通建设工作，李增虎已
经习惯了这种与家人聚少离多的日子。好在春节
期间，项目部会将有意向的工人家属接来一起过
年，这让李增虎对团圆又有了盼头。“只要我们一
家人在一起，在哪都是过年。”

为春节客流高峰保驾护航
最想念老妈包的酸菜饺子

28岁的房永玮是济南地铁3号线奥体控制中
心的一名环控调度员。老家在黑龙江鹤岗的他已
经5年没有回家过春节了。

今年春节，对于房永玮来说，仍旧会很忙
碌。除夕和大年初一那天，都有他的排

班。作为一名环控调度员，房永玮主
要负责全线通风系统、空调系

统、给排水系统、火灾报警系统和设备运行的实
时监测，也包括发生故障后的应急处置，这项工
作，在春节这样的节日里，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不光要保证地铁线路的安全顺利运
行，还要通过对温度和通风的实时调控，为乘客
提供一个舒畅的乘车环境。”房永玮告诉记者，春
节期间，济南东站和高铁站相连，八涧堡站是跟2
号线的换乘站，两个站点都会迎来客流高峰，他
们将对这两个站点重点监测，这也意味着，他们
的工作量和责任也将更重。也因此，春节期间，和
他一起的4名环控调度员都将坚守岗位。

今年春节对于房永玮来说，也是特殊的一
年。“今年是我新婚的第一个春节。”房永玮告
诉记者，不能回老家过年，一方面是工作忙碌，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妻子已经有孕在身，不适合
长途劳累。

5年没有回家过年，对于下一个春节，房永玮
则充满了期待。“那时候宝宝已经出生，到时候我
们一家三口一起回老家。”对于家乡的春节印象，
房永玮坦言，自己心心念念的，还是除夕夜那天，
老妈用自己腌的酸菜包的那一碗饺子。

新婚夫妻一起坚守工地
不回家过年也很温暖

凌晨5点，济南的天气接近零下10摄氏度，济
南地铁6号线3工区的技术总工程师薛弘泮刚下
夜班。来自吉林的他今年是在济南地铁参建的第
7个年头了，他和刚结婚7个月的妻子很早就商量
决定今年留在工地上过年。

由于工作属性的不同，不回家过年也已经
成为了薛弘泮的一种习惯。作为技术负责人，
他的工作就像是个“针眼”，千丝万缕的事情都
要从他这经过，每每遇到问题他都是要冲在前
的那些人。“因为要保证工程进展，感觉留在工
地上过年更安心。”

“只是今年心情有些特殊，毕竟原来是自己，
今年还要妻子陪着”。薛弘泮说，家里人对我的工
作都很支持，作为新女婿,理应在今年去看望岳
父岳母的，但在工作面前，家人都是说没时间就
别回来了，年轻人还是以事业为重。薛弘泮说对
于他的工作妻子牺牲了很多，“我妻子原本是在
南京的中铁上海局总部，但是为了陪着他，不远
万里决定调动工作，来到了济南地铁建设一线，
虽然条件差一些，但两个人在一起就很温暖。”

薛弘泮说，济南地铁可以算是他参加工作的
第一站，7年时间，已经有了很深的感情，心里就
是想着怎么把项目建好，对于春节一些节日他并
不觉得在工地上过有什么不好。“我们当时甚至
连结婚都在项目上举办的，前些天我还跟爱人
说，等济南地铁6号线投入运营后，那时候就没了
心事，到时候我再给你补办一个。”

安全质检弦只能紧不能松
妻儿单向奔赴定格最幸福时刻

济南地铁4号线总包部安全质量环保部张
帆，来自湖北襄阳，从济南地铁4号线开工以
来，每年春节他都是在工作岗位上度过的，算
上今年已经有3年了。

临近春节，张帆比平时更忙了，见到他的时
候，他正在济南地铁4号线千佛山站进行安全质量
检查，越到节假日对于张帆的工作来说越需要绷
紧安全的弦。这次检查要持续两天，他每天要检查
7个站点，并且要保证每一个工作面都要检查到。
对于不能回家过年，张帆说，他们这个行业就是这
样，习惯就好了。今年春节，为了能让张帆感觉到
家的温暖，他妻子带着两个孩子从襄阳来到了济
南。“我媳妇儿一个人带着两个小孩这一路确实很
辛苦的，尤其是前几年孩子小的时候，她常常就是
一个手抱一个，一个手牵着一个。”打开张帆的朋
友圈背景图，就是两个孩子正在等待候机的场景，
而这或许就是他离幸福最近的时候。

春节期间，张帆说会和平时一样在工作岗
位上，只能是下班后跟老婆孩子一起吃个饭，
项目上也有很多跟他一样不回去的同事，大家
聚一聚也挺有年味的。

盾构司机地下“啃硬骨头”
区间双线洞通后再回家

在地下十几米，济南地铁8号线盾构司机许
辉正聚精会神地开着盾构机向前掘进着，而在地
面的上方已是万家灯火。

许辉来自陕西渭南，是一名90后的盾构司
机，从早上7点进入隧道，一天12个小时，都是在
地下度过。“我们常开玩笑说，我们是见不到太阳
的人。”许辉所负责的是济南地铁8号线青年政治
学院站至围子山左线的盾构，该区间地层属于是
中风化石灰岩岩层，地质相对比较硬，属于是“硬
骨头“，对于许辉来说，要时时刻刻保持盾构机的
姿态按照既定路线行走。从盾构始发到现在，许
辉已经开着盾构机掘进了55环，合计有80多米。
每天12个小时掘进4米左右。

为了保证盾构工期，今年将是他第一次在
济南过春节。他说，现在趁着年轻就是要多拼
搏，本来想着让老婆孩子也来济南这边的，但
是考虑到孩子还太小，天气也冷就算了。等到
今年他们这个区间双线洞通以后再回家看看
孩子。过年的时候用视频给亲戚朋友拜个年就
行了，这个工作特点家人都理解。

而像许辉一样不回家过年的轨道交通人
还有很多。据了解，济南地铁8号线接近一半的
建设者都坚守在岗位上。

他们坚守在万家灯火团圆时
听5名轨道交通人讲述“建设工地过大年、运营一线迎新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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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新闻客户端
记者 陆金星

煎饼，是
一种山东传
统家常主食，
也是山城五
莲久负盛名
的土特产。在
日照市五莲
县盛产地瓜
的街头镇，地
瓜收获后村
民们摊鲜地
瓜煎饼是冬
日里充满喜
感的生活场
景。特别是进
了腊月，临近
春节，妇女们
天不亮就到
街上的作坊
磨好地瓜糊，
支起鏊子摊
煎饼。

传统方
式制作煎饼，
妇女们会在
家中找一个
空闲的房间，
与邻居搭档，
支起鏊子摊
起来，燃料主
要是玉米芯。
一人烧火一
人摊，鏊子底
下燃起通红
的火苗，鏊子
上呼呼冒着
热气，煎饼的
香味溢满了
整个房间。一
整天时间，除
了中间简单
的吃饭休息，
她们会一直坐在鏊子前
摊煎饼，香味飘散，馋嘴
的孩子会跑过来，期盼着
能品尝上一小块。

在电商的加持下，
如今的煎饼不仅是乡村
主食，对远方的游子来
说，鏊子摊开的是回忆，
煎饼卷起的是乡愁。

“我们这个煎饼真
的可以吃一年，吃不坏，
因为它干燥，吃的时候
拿水喷一下，然后什么
都可以卷着吃，一饼卷
天下。”花姐名叫门瑞
花，莒县人，嫁到街头镇
上官家沟村后，她抓住
村里的土产特点，通过
电商销售煎饼，如今一
个冬天能制作15万张煎
饼，约一万五千斤，销往
全国各地。花姐使用新
的生产方式，吸引村里
十几个妇女参与煎饼制
作，冬闲两三个月
的时间里，每人增
收近万元。

项目深化年，实
干开新篇。对于济南
轨道交通来说，今年
将全面提速6条线路
建设，确保3号线二期
年底建成通车。起步
即冲刺，开工即决战。
今年的春节，在地铁
建设工地、在地铁运
营一线，4000余名轨
道交通人将坚守岗
位，确保项目的顺利
推进，为泉城百姓的
出行保驾护航。记者
采访5名坚守者，听他
们讲述“建设工地上
大年，运营一线迎新
春”的故事。

春节期间，济南轨道

交通人坚守工作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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