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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C03

本报1月11日讯(记者 宋昊
阳 李涛 )自本报推出“温暖春
运”活动以来，受到了广大学子
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10日本
报联合潍坊公路客运总站为44名
贫困学子送上爱心车票后，1 1

日，山东经贸职业学院6名学生
又打来电话询问是否能获得爱心
车票。

11日下午，山东经贸职业学

院的6名学子向本报打来电话，
询问是否能够获得回家的车票。
这6名学子均来自山东经贸职业
学院的财政金融学院，该学院负
责人陈老师告诉记者，这6名学
子都是在同学们陆续回家后，决
定校外打工赚取生活费用以及参
加社会实践的同学，当听说“温
暖春运”活动时，便询问是否能
够拿到一张爱心车票。

在确认6名学子的信息后，
本报记者将会尽快与潍坊公路客
运总站联系沟通，为6名学子联
系回家的爱心车票。

在10日当天的送票活动中，
来自山东科技职业学院和山东经
贸职业学院的44名学子顺利拿到
了回家的车票。山东经贸职业学
院财政金融学院的大一新生刘艳
萍来自青州王府镇，尽管学校离

家并不算远，车票面额也只有16

元钱，但是在拿到爱心车票时，
刘艳萍还是显得十分兴奋。她告
诉记者，她的父母都在青州老家
务农，家里还有一个上小学的弟
弟，家庭条件并不宽裕。刘艳萍
是班长，平时生活比较节约，考
完试的几天也一直在参加社会实
践，由于家庭状况并不富裕，她
准备下学期就申请助学金等补

助。
送票过程中，由于部分车次

车票已被提前预定，部分贫困学
生未能订到当日车票。看到大家
焦急的表情，车站工作人员积极
联系调整车票日期，为贫困学子
争取到直达老家的车次。与此同
时，一些学子因部分原因要调整
回家日程，车站工作人员也耐心
为学子改签车票日期。

“温暖春运”活动继续受关注

又一批学子将拿到“爱心票”

为了提高春运期间的安全保卫，潍
坊公路客运总站配备了在2008年奥运期
间用于检测炸物品的摩尔探测仪。这套
价值7万多元的设备能更准确地监测出
乘客携带的易燃易爆危险物品。

11日，记者在潍坊客运总站见到，
客运站的工作人员正在手持仪器在巡
逻。记者了解到，这是潍坊客运总站新
添加的安检仪器。以前的时候，车站的
安检仅仅是通过安检机检查乘客携带
的物品，通过安检员的目测观察，了解
乘客携带的物品，只能从外形中了解
乘客有无携带危险物品。而新添加的
摩尔探测仪，能够检测到150米—200

米的空旷地点和100米—150米的房间
之间内任何易燃易爆物品，其中包括
烟花爆竹、炸药、雷管、毒品以及其他

的化学物品。
摩尔探测仪包括一个感应器，一

根导线和一个振荡器(含指针的操作
手柄)，探测仪展开与地面平行时，可
探测到平行180度范围以内，空旷地带
45°以下，地下探测5米以上的任何的
易燃易爆物品。当探测仪探测到有易
燃易爆物品时，探测指针将指示危险
物品的方向，以缩小范围。帮助安保人
员准确的找到易燃易爆物品。

潍坊公路客运总站副站长张鹏介
绍，安检人员将携带摩尔探测仪不定
时间，在售票大厅、候车厅、行包房巡
逻检查。7日那天，安保人员就在一次
例行巡逻检查的时候，检测到了乘客
存放于箱包内10支鞭炮。

本报记者 秦昕

49岁的赵刚是潍坊火车站的检票
员，做检票工作有十年了。春运是他最
忙的时候，据说，这期间他每天检票达
3000多张。

赵刚是在火车站二楼检票，这里
是开往济南、北京、上海方向列车的检
票区，客流量大，车次多。他在检票的
时候，不仅要查无票上车的乘客，还要
看清车票的车次、时间，一天看3000多
张票，眼睛不舒服是常有的事。

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钟，检票员
就得一直忙，有时候半个小时就要检
两趟车，中间根本没有休息的空。每天

上十多个钟头的班，站着的时间占到
五分之四，实在累得不行，他就抽个空
去工作席位上休息一下。

其实不检票的时候他也不闲着，
因为很多乘客会过来咨询一些问题，
所以他还兼着咨询员的角色，回答乘
客的疑问，帮助乘客解决一些实际问
题，例如让乘客去往正确的候车区等。

检票员手上一般都带着手套，说是
白手套，但是检票检得已经变黑了，有
的已经磨破。一位检票员告诉记者，一
次春运下来，光手套就得换上三四副。

本报记者 丛书莹 宋昊阳

客运总站安保是奥运级的

一名检票员一天得检3000多张票

运情

10日，在潍坊公路客运总站，工作人员展示安检中查获的违禁物品。据工作人员
介绍，所有进站乘车的乘客都要进行安检，从春运开始已经查获了十几件违禁物品，
查获的物品多数是匕首、斧头、发胶等。工作人员提醒广大乘客，乘车前请尽量检查一
下自己的行李，不要携带违禁物品。

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影报道

春运安检，“禁品”不少

11日下午3点，河南的老乔跟工友
早早来到潍坊火车站的候车大厅，座
位上已经坐满等车的人。老乔背着自
己的行李在电梯旁找了个位置，坐在
了台阶上。

粗蓝布的外套，军绿色的棉鞋，还
有旁边用编织袋装着的被褥……“晚
上6：59的票”。提到回家，老乔掩饰不
住的喜悦就挂上眼角。他跟工友来自
河南南阳新野县，来潍坊已经大半年
了，跟着老板在建筑工地上干活，一直
到昨天才停。

今年56岁的老乔告诉记者，在他
们那边，除了农忙的时候，村里基本上
都看不到成年男人，只要身体条件允
许的，都出来打工了。年轻一点的大多

去了南方，那边用工比较多，像他们这
样年纪大点的，就跟着建筑老板，哪里
有活他们就到那里去，2010年是在武
汉，2011年在潍坊干了大半年。

“现在就想快点回家看到小孙
子。”老乔笑着眼睛闪着泪花，他说小
孙子今年5岁了，从他出生以来，自己
就一直在外面打工，没什么时间陪，干
活的时候也格外的想他，过年了，一定
要好好的陪陪他。

“差不多一半的时间。”老乔的工友
也是老乡的老闫说，每年差不多一半的
时间都离家在外，到了过年的时候也格
外想家。对于新年的愿望，老乔说，如果
身体还允许的话，明年还出来打工。

本报记者 张浩

河南南阳打工者老乔：

“就想快点回家看到小孙子”

心情

想到很快就能见到小孙子了，老乔(左一)就一脸笑容。本报记者 张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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