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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黄乔

2月3日下午3点5分，伴随着发动机的
轰鸣声，重庆航空OQ2351航班从重庆江北
机场起飞，冲上云霄。此次航班，是机长李
晶今年执飞的首个春运航班，也是他42年
飞行生涯里，最后一班春运。

执飞客机20多年 见证民航春运变化

航班起飞前3小时，记者见到了李晶。
两鬓斑白的他，正埋头认真整理手提包里的
飞行资料。“今天下午3点起飞，先到衡阳再
到福州，最后返回重庆。”李晶说，预计回重
庆的时间大概在次日零点以后。

这样的飞行时间，对李晶而言早已习以
为常。1979年，18岁的他就进入空中第二
预校专科学校，开启了飞行生涯，如今已42
载。中国太空漫步第一人翟志刚曾是他的
学生。

“退伍后我进入民航公司，1995年开始
执飞春运航班。”李晶说，今年是他参加的第
26个春运，也是最后一个春运。还有3个
月，他将年满60岁，正式退休。

在李晶的记忆里，20多年来，民航春运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90年代的航空公司，
只有10多架飞机，航线也只有10来条。”李晶
说，他最初执飞的是运七型飞机，只有46个座
位，从长春飞武汉，中间还得加一次油。

“那时春运坐飞机的旅客很少，能买得
起机票的人非常少。”李晶感叹，而如今，民

航客机机型越来越丰富，航线更是遍布全球
各地，票价也越来越亲民。飞机已成为普通
老百姓都能享受的便捷交通工具。

42年严谨飞行 确保“零差错”

李晶现在仍是重庆航空公司空客A320
机型资深机长教员。平时除了执飞航班，李
晶还要进行模拟机教学，传授副驾驶、机长
飞行技术。在李晶看来，飞行经验是无价
的，成熟的操作、良好的飞行理念、精湛的飞

行技能、扎实的基本功都是飞行员必备的。
“作为民航飞行员，首要任务就是对每

次飞行作出预判，全力保障旅客安全。”李晶
向记者讲述起自己的一次飞行经历——

那次，他驾驶空客A321飞机从北京飞
成都，起飞20分钟后，飞机的惯性导航系统
突然失灵，飞行中包括姿态、位置、气压、高
度等重要参数全部显示错误。“姿态是最关
键的飞行参数，这时只能进行人工操作。”李
晶回忆说，他当即选择返航北京。手动操作

飞机，对于拥有多年战斗机驾驶经验的李晶
来说并不是难事。他沉着冷静，熟练操作，
将机上150多名乘客安全带回了北京。

截至2021年1月，李晶已累计安全飞行
24277小时，起落10568次。“飞行42年，没
出过一次差错，让人非常佩服。”长期和李晶
搭档的机长金宏志说，李晶和自己亦师亦
友，多年来，把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
给他，让他少走了不少弯路。

参加26个春运 天上过年是常事

以往每年的春节，都是李晶最忙碌的时
候。26年来，李晶几乎没有和家人一起吃过
年夜饭。“说不遗憾是假的，但是选择这个职
业，能把这么多旅客安全送到家，心里也觉
得很满足。”李晶脸上是掩不住的自豪。

李晶说，春运期间虽然是航空公司缺人
的时候，但飞行员一般飞4天休两天，一个
月最多累计飞行100小时。“这主要是出于
安全考虑，给飞行员足够的休息时间。”李晶
解释说。

“有时候执飞晚班飞机，可能就在天上
过年啦！”春运期间，由于航班安排不同，李
晶从来不能确定自己在哪座城市过年。

今年春运，受疫情影响，旅客大幅下降，
李晶也“闲”了不少，或许可以在重庆和家人
一起过除夕。“不过，一切以工作为重，公司
安排我什么时候飞，我就什么时候飞。”李晶
坦言，他很热爱自己的职业，要继续站好最后
一班岗，为自己的飞行生涯画上完美的句号。

安全飞行42年，参加26个春运，还有3个月他就将告别这片蓝天——

老机长的最后一班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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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向菊梅

活禽区变成白条禽区，地面上不再污水横流，菜市场卖禽
肉的角落不再臭气熏天……这是重庆日报记者近日走访多个
菜市场，看到的新景象。

2月4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江北区寸滩街道的溉澜溪农贸
市场。从大门口往里走20米左右，只见多个保鲜柜里摆放着已
统一宰杀好的冷鲜鸡鸭，地面干净整洁，环境焕然一新。但之
前，这里是一个活禽屠宰区，面积60多平方米。铁笼子装着鸡
鸭，现场宰杀、现场加工，地面积着污水，周围都能闻到臭味。

“如果要剁肉、搅拌、水洗等，就拿到专门的初加工室内处
理。”溉澜溪农贸市场运营方重庆海若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任小辉告诉记者，白条禽区域现在没有接通水龙头，以
保持地面干爽清洁。

记者在现场购买了一只鸭子，发现小票上还印有二维
码。扫描二维码，鸭子的屠宰地点立马显现出来。记者注意
到，除了可溯源的二维码，消费者还能在农贸市场大门口的显
示屏上查到禽肉屠宰信息。

南坪街道的阳光智慧生鲜市场也采取了类似做法。2月4
日下午，记者在该市场看到，市场原本50平方米的活禽区已改
为20平方米的白条禽区，冷鲜鸡鸭在冰柜里整齐摆放着。

“经营面积减小节约了成本，生意还是和以前差不多，算
下来总体收入增加了。”一位商户告诉记者，临近春节，他的生
意越来越好，一天能卖1000多元。他还明显感受到市民对白
条禽的接受度越来越高了。

“我们正在做技术测试，最快这个月内，消费者就可通过
二维码、显示屏等查到屠宰信息。”该市场相关负责人陈洪宇
告诉记者，在开通二维码和显示屏溯源前，暂时由市场管理团
队每天对禽肉进行抽检，督促商户准确填写溯源信息等。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我市“活禽禁宰”政策措
施推进，用白条禽销售代替活禽售卖的农贸市场和商超越来
越多。截至2020年底，全市“活禽禁宰”区域内的商场超市
414个活禽销售宰杀点全部关停，877个活禽销售门店已关
停856个、关停率97.6%，670个城区（含建制镇）农贸市场和
菜市场的2324个活禽销售宰杀摊户，已关停2293户、关停率
98.67%。

“活禽禁宰”实施之后，老百姓的“菜篮子”如何保障？“白
条禽都来自统一的屠宰厂家。截至2020年底，全市建成活禽
屠宰厂29家，实际屠宰量8万只/日。”上述负责人说。

有了来源保障，很多经营活禽的商户转为经营白条禽
肉。市商务委提供的数据显示，在原活禽销售宰杀经营户中，
商场超市内转型经营禽肉302个，占比73%，活禽销售门店转
型经营禽肉515个，占比29%，农贸市场和菜市场转型经营禽
肉摊户1593个，占比近70%。同时，市商务委积极支持禽肉
经营户，按冰鲜禽肉销售标准配备冷链设施设备。截至2020
年底，共推动817个禽肉销售门店和商超摊位改造提升经营
设施，支持农贸市场和菜市场的1247个禽肉经营户配备更新
冷链设备，全市集中屠宰、冷链配送、冰鲜上市的禽肉产品供
给模式初步成型。不仅如此，九龙坡区巴国城超级菜场、沙坪
坝区佰年供销智慧农贸市场等，已成为全市标准化智慧化菜
场建设的标杆。

菜市场环境焕然一新 扫码即查禽肉来源

“白条禽”逐渐得到市民认可

记 者 逛 市 场

就地过年 暖在身边

▲2月4日，南川区西城街道龙济桥社区青
少年之家，3名研究生志愿者在给孩子们普及

防疫知识。
3名志愿者积极响应“就地过年”号召，留

在南川过年，并在共青团南川区委的帮助下开
办“寒假课堂”。

特约摄影 瞿明斌/视觉重庆

办 课 堂

▶ 2 月 2
日，在西部（重
庆）科 学 城 北
碚 园 区 ，中 铁
十四局集团公
司的留渝员工
正在员工宿舍
挂灯笼。

春节将近，
该公司提前为
员工宿舍挂灯
笼、贴春联，并
将组织留渝员
工吃团年饭，让
大家在欢快喜
庆的氛围中喜
迎新春佳节。

特 约 摄
影 秦廷富/视
觉重庆

挂

灯

笼

◀2月4日，南山植物园，
市民在郁金香花海中游玩。
春节临近，南山植物园共20
万余球郁金香提前绽放，让
游客感受到浓浓的春意。

记者 张锦辉 摄/视
觉重庆

看 花 海

▲2 月 2 日，盘溪批发市场，市民正在购买年
货。春节将至，我市各大市场年货供应充足。
首席记者 龙帆 实习生 何佩玙 摄/视觉重庆

备 年 货

□饶思锐

“在这个网格里，我要
认识所有人，也要让所有
人认识我。”这是垫江县桂

阳街道春花社区一名网格员王大华的工作目标。为了完成这
个目标，王大华每个季度至少要对网格内所有居民家庭进行
一次入户走访。宣传各项政策、传授防骗知识、受理居民投
诉、调解家庭纠纷、化解民生难题……社区网格员“爬楼”上
门，为民解忧，是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完善新时
代“枫桥经验”的有益做法，能够更好地服务群众，把矛盾化解
在基层。

网格员权力不大，责任却不小。基层治理点多面广，存在
不少短板和弱项，需要有人来查漏补缺，而社区网格员就是民
生的“修补匠”，城市的“守夜人”。少爬几次楼，或从不上楼，
也许一时无人知晓，但矛盾问题总有捂不住的时候。相反，网
格员多爬几次楼，为群众送去政策、带走问题，就能让群众意
见不出户、矛盾不下楼。

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很大程度上
体现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曾形象地指出，把基层的工作做
好，这样才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山河锦绣、国泰民
安，需要有万千网格员穿街走巷，察民意、访民情、纾民困、解
民忧。只有加强城乡社区建设，强化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完善
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堵住一处处“漏
洞”，切实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才能免于溃堤之危，维护好社会
稳定和谐。

社会稳定和谐离不开万千“守夜人”

短评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黄乔 通讯
员 肖雨）收集居民心愿，并为他们圆
梦，是黄桷坪街道每年暖冬行动的“重头
戏”。日前，“与爱零居 温暖2021”黄桷
坪街道第九届“暖冬行动”举行，与往年
不同的是，今年的“心愿礼包”中，有一部
分是“特别定制版”，专为留渝过年的外
地人圆梦。

关爱不能与父母、子女团年的留守儿
童、老人是今年特别定制“心愿礼包”的重
要内容。“妈妈，有很多叔叔阿姨关心我，
你不用担心，在外面安心工作嘛！”前不

久，在黄桷坪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6岁
的张鑫文（化名）正通过义工蔡琳的手机
和妈妈进行视频通话。“对不起，妈妈今年
不能回来陪你过年了，你在家里一定要听
话哦。”屏幕那头，一年未见孩子的母亲热
泪盈眶，话里充满对孩子的思念。

据了解，张鑫文的父母常年在长沙务

工，每年只有春节才能与家人团聚。今
年，因疫情防控需要，两口子决定不回重
庆，在长沙就地过年。

“一开始还很担心，现在了解到，街道
的工作人员不仅陪着娃娃和老人，还给他
们安排了好多丰富的活动，我们这才安了
心。”张鑫文母亲谢楚耘说。

黄桷义工协会常务副会长贺明凤介
绍，黄桷坪街道有外地人223人、留守儿
童54人、留守老人36人。接下来，街道将
针对他们开展防护物资捐赠、亲情陪伴、
小范围陪吃团年饭等活动，让留守老人和
儿童不孤单。同时，还让在渝外地人员留
得安心、过得舒心，开心热闹过春节。

“心愿礼包”温暖留渝过年的外地人

近日，渝中区大溪沟街道的垃圾清运工人用上了电动垃
圾清运车。

垃圾分类后，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垃圾由专人清
运，其他垃圾则由小区物业手动清运。为彻底解决清运过程
中存在的易掉撒、无遮挡、上下坡难等问题，1月12日，大溪沟
街道为9个社区免费配备了26台定制电动垃圾清运车。与无
盖式传统垃圾清运车相比，该垃圾车操作简便，一次能运送
1500多斤垃圾，充一次电可运行4天，高效省力。

记者 汤艳娟 摄影报道/视觉重庆

电动垃圾清运车高效省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