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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骑手找到了
一向热心肠的肖明还是宁河区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本报记者 房志勇

4月6日，本报报道《“您好，您的
骑手正在灭火”》一文中的外卖骑手找

到了，他的名字叫肖明，是一个快乐、
勤奋、乐于助人的年近40岁的大“小
伙子”。

采访肖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临近中午就拿到了肖明的手机号码，
但他不是在取货就是在送货，根本没
时间和记者讲帮助消防员灭火的事。
直到晚上8点多，电话里终于传来肖
明带着唐山口音的声音。
“我那会儿刚从超市出来，送货

途中看到绿化带呼呼冒烟，黑乎乎的
草灰面积目测超过七八平方米啦。”
肖明向记者讲述当时的险情，他顾不
上正要送的外卖，急忙停车拨打
12345报告火情，并留在原地等候消
防官兵赶到。
“火太猛了，路又窄，消防车过不

去，消防员只能手持灭火工具徒步绕
行去火场。等他们绕过去灭火，那火
不知道烧成啥样子了。”肖明二话不

说，让5名消防员坐上自己送货的电动
三轮车，急火火地绕到火场另一侧。
“喂，您的外卖着急要吗？路上遇到着
火了，我得帮把手，晚到一会儿哈。”肖
明告诉记者，送人途中他与下单用户
沟通，“用户们都没催我，还让我注意
安全。我本想放下消防员就走，到现
场发现火势不小，既然遇到了就不能
躲，我拿着铁锨帮着处理了一下外围
的火势。当时感觉真烤得慌，又热又
呛鼻子，多亏带了条围巾。几名消防
员小兄弟挺照顾我的，让我注意安全，
火情有所控制就让我赶紧去送货了。”

谈起那天的事情，肖明话里话外
带着感动。他说，客户告诉他不着急，
没给他差评；消防员一个劲嘱咐他注
意安全；事情见报后那么多人留言给
他点赞，都让他感到温暖。
“别喊我灭火骑手，我更喜欢被称

为准点骑手或者热心肠。”听到网友们

给自己起的绰号，肖明有点不好意思。
自从2018年当了外卖骑手，6年来，肖
明累计送单6万多份，最高纪录一天
105份，超时率仅为0.08%……日常工
作中，为顾客带走垃圾、收取快递、拾金
不昧，对于肖明来说都是举手之劳，“随
手帮”已经成了他的习惯。今年39岁的
他，从老家河北省唐山市汉沽管理区皂
甸村到我市宁河区已经很多年，“自从
高中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我一直从事服
务行业，跑运输、送快递，都是和老百姓
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我喜欢这种只要
多跑动就会有收获的工作，而且都是与
市民打交道，挺适合我的性格。”他告诉
记者，有付出就有所得。

记者从肖明所在公司获悉，他还是
宁河区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我相信
生活绝不会辜负一个勤劳奋斗的人。”
肖明说，他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帮助
别人，因为有一种满足叫奋斗。

本报讯（记者 姜凝 张雯婧）
“心世界·心精彩”2024年天津市
“5·25”学生心理健康月活动近日
在南开大学开幕，以更好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和改进新
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提升学
生心理健康素养。

据了解，今年的“5·25”学生
心理健康月各项活动将在全市大
中小学开展。活动继续贯彻精品
设计理念，突出“五育并举”特色，
以学生励志演讲大赛、心理健康
运动会等7项市级重点活动为主
线，全市各区各学校组织开展特
色活动，共同提升全市一体化“5·
25”学生心理健康月主题活动品
牌影响力，全面提升学生心理健
康素养，促进学生养成自尊自信、
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

本报讯（记者 姜凝）市教育招生考
试院近日发布消息提醒考生：2024年
“全国硕士生招生复试调剂服务系统”
（以下简称调剂系统）将于4月 8日开
通。其间，有调剂意愿的考生可凭网报
时注册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调剂系统申
请调剂。

招生单位接收所有调剂考生（含报

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与普通计
划之间调剂的考生等）均须通过调剂系
统进行。考生一旦确认接受待录取通
知，表示调剂完成，将不能再填报其他调
剂志愿、接受复试或待录取通知。调剂
系统只负责为招生单位和考生开展调剂
提供技术服务。调剂期间，考生如有疑
问，及时与招生单位联系咨询。

■本报记者 张清

一岁一清明，一岁一追思。这个清
明节，远在内蒙古赤峰市的马立国心里
又多了一个牵挂的地方——天津市烈
士陵园，他的爷爷马文礼长眠于此。

爷爷马文礼是烈士，马立国从小
就知道。让马立国没想到的是，第一
次“相聚”，竟是爷爷牺牲75年后。
“爷爷，可算找到您了！”在天津市

烈士陵园，马立国从解放天津牺牲烈
士名录墙上找到“马文礼”名字的一
刻，痛哭失声。

寻亲20余年，奔赴千里之外的天
津，对马立国来说不是第一次。这一
次，他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爷爷马文礼的事迹，马立国知道
的并不多。“爷爷牺牲那年只有20岁，
我父亲马明还不到1岁。”马立国脑海
中关于爷爷的记忆大多来自“七爷
爷”——爷爷的一位叔伯兄弟，也是抚
养父亲马明长大的人。
“爷爷牺牲后，部队上来人给发了

烈士证。这么多年，只知道爷爷在解

放天津中牺牲，但牺牲于哪场战斗、牺
牲地点在哪里、人安葬在哪里，都不清
楚。”马立国说，找到爷爷的“下落”，一
直是父亲马明的心愿，但那个年代，信
息闭塞，交通也不方便，根本不知从哪
儿找起。后来，马立国长大了，就想着
帮父亲完成心愿。

从2000年开始，只要一有时间，
马立国就四处打听。“我找过多地民政
部门，也来过塘沽等地寻找，像大海捞
针一样，没有一点儿线索。”这次能这
么快确认爷爷的信息，马立国特别感
谢天津市烈士陵园的协助，他说，以后
每年都要来天津给爷爷扫墓。

和马立国一样幸运的还有来自黑
龙江省牡丹江市的王春祥，今年清明
节前夕，他专程坐火车从老家来到天
津市烈士陵园，为二叔王宝礼扫了墓。

“王宝礼是我父亲的亲弟弟，牺牲时
还不到20岁。”王春祥说，这些年为了找
到王宝礼，他和家人跑过很多地方，父亲
去世时还很遗憾没有消息。“这次也算帮
父亲完成了遗愿。”王春祥说。

忠魂不泯，英雄不朽。
清明时节，走进天津市烈士陵园

烈士祭悼厅，文管部副部长詹思鹏和
他的同事们正在值守。詹思鹏告诉记
者，文管部主要负责烈属寻亲、祭扫接
待等工作，今年能够帮两位烈属寻亲
圆梦，他们都很高兴。
“这些年，我们见证过烈属找到亲

人的喜极而泣，也目睹过没能找到亲
人的烈属的痛苦和失望。因年代久
远、信息不全、沟通不畅等原因，一些
烈属的寻亲路走得遥远又漫长，他们
中有的找了十几年或者几十年，有的

从上一代人就开始寻找……”为烈士
寻亲、为烈属圆梦，在詹思鹏看来，是
他们必须肩负起的职责和使命。

詹思鹏说，为了让烈属的寻亲路
走得更顺畅，他们一直在不断核实完
善烈士的相关信息资料，经过几代工
作人员的接续努力，建立数字化档案
工作在加快推进，更便于查找烈士信
息。这次马立国、王春祥两位烈属的
寻亲圆梦，主要就是得益于陵园建立
的数字化档案系统。
“每一位英雄烈士都是一座精神

丰碑。”天津市烈士陵园主任祁功勋表
示，多年来，天津市烈士陵园已先后为
70余名烈属成功找到亲人。下一步，
将持续开展烈士寻亲工作，用心用情
做好服务，帮助更多的烈属寻找到亲
人，让英烈精神代代传承下去。

本报讯（记者 韩雯）根据民政部门
统计，清明假期里，全市殡葬服务机构接
待现场祭扫群众近57万人次。从用鲜花
换纸钱到现在参加集体共祭的市民越来
越多，文明祭扫已在津沽大地蔚然成风。
“亲人面前，双眼泪蒙蒙……”伴随

着主持人深情诵读追思词，300多名市
民鞠躬、默哀、肃立，怀念逝去的亲人。
现场布置的鲜花、追思灯寄托哀思。清
明假期里，市第一、第二、第三殡仪馆每
天举办一到两场的“清风行动——都市
文明 集体共祭”主场活动，与此同时，还
设立循环场次，免费提供文明共祭场地，
布置共祭环境，设置共祭场景，群众可随
时参与文明共祭活动。

自2005年起，市民政局与天津广播
电视台合作，共同创办“清风行动——都
市文明 集体共祭”系列活动，20年来，
这种简约祭扫方式已深入人心。
“曾经烟熏火燎的祭拜场景，现在已

经基本上看不到了。”市民政局殡葬事业

管理处副处长韩勇介绍，培育文明新风
尚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为了引导市民摒
弃丧葬祭奠陋俗，从最初用鲜花换纸钱
到开展集体共祭活动，20年来，从100多
人参加集体共祭活动到现在文明祭扫已
成为常态。
“聆听主持人饱含深情致追思词，让

你的心一下子静了下来，脑海中不由自
主地浮现出与逝去亲人在一起的画面，
那些想说而没有机会表达出来的情感终
于在心里默默地说了出来。”从第一次参
与集体共祭活动，到每年一到清明节就
关注着报名信息，市民秦惠玲带领身边
越来越多人加入到集体共祭活动中。

韩勇说：“近年来，集体共祭活动参
与度越来越高，由最初以殡仪馆为主场
的集体共祭仪式逐步拓展到校园、社
区、工地、海上等。今年清明假期期间，
全市举办殡仪馆集体共祭、海上集体共
祭、社区共祭500余场，参加市民3.7万
人次。”

■本报记者 耿堃 通讯员 鹏飞

俗话说“好秧一半稻，苗好七分
收”。当下正是水稻育秧的黄金时期，宁
河区多家农业企业和种植大户纷纷拿出
“新武器”，抢抓农时开展水稻育秧工作。

在宁河区东鹏家庭农场的育秧大棚
里，工人们忙着将水稻育秧盘放到育秧
机传送带上，机械设备依次在盘内注入
底层基质、水稻种、盖层基质，再由人工
送入设施大棚进行催芽。这里的水稻
种子采用天津市农科院培育的“津育粳
29”，41个大棚可以培育出7万多盘水
稻秧苗，满足3000多亩水稻的种植需
求。家庭农场负责人马东告诉记者，与
往年培育水稻秧用普通的土壤不一样，
今年首次使用水稻育秧基质，有利于水
稻秧生长——“水稻育秧基质里含有各
种各样的肥料，透水性也好，利于秧苗的
生长。”

位于宁河区大北涧沽镇的天津金世

神农种业有限公司作为全区水稻育秧主
产区，今年培育的水稻秧共100万盘，可
供5万亩的水稻种植。之所以能高效量
产“好苗”，得益于引进了水稻育秧专业
流水线成套设备。该设备具备自动覆底
土精量播种和二次覆土等功能，自动化
程度高、生产效率快、播种均匀，一天8
小时能满足500亩以上大田用秧需求。
“今年跟往年的主要不同就是品种

更多了，以前我们只有金稻919、津育粳
22，现在又多了津育粳29、津育粳25、津
育粳32等品种，育秧面积更大了。以前
育出的秧苗能满足2万亩的种植面积，
现在能满足5万多亩的水稻种植面积，
满足更多客户的需求。”天津金世神农种
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立稳说。

据了解，今年宁河区水稻种植面积
约为20余万亩。为做好春耕备耕，全区
各农业企业和农户积极备足春耕物资，
各项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到4月中旬即
可完成全部的水稻育秧。

灭火骑手肖明。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跨越时空的“相聚”
——天津市烈士陵园助两位烈属寻亲圆梦

“5·25”学生心理健康月活动启幕
促进养成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健康心态

全国硕士生招生复试调剂服务系统明开通

从用鲜花换纸钱到越来越多人参加集体共祭

文明祭扫在津沽大地蔚然成风

新技术育出“好苗头”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4月5日，天
津轨道交通线网单日客运量达231.17万
人次，再创历史新高。地铁1号线、3号
线、6号线二期客流同步刷新历史纪录。

5日，线网全日开行列车3148列次，
增开12列次，运行图兑现率、列车正点
率均为100%。客运量最大的车站为营
口道站、天津站站、西南角站、和平路站、

下瓦房站。
结合客流情况，天津轨道交通各运

营线路均使用了假日运行图。同时结
合不同线路、时段、区域特点和即时客
流情况，灵活调整备用车上线，压缩相
关衔接线路的行车间隔，加强现场联
控，动态调整线网运力配置，满足乘客
出行需要。

（上接第1版）

文艺演出好戏连台

假期期间，我市共推出约130台
雅俗共赏的精彩文艺演出。其中，台
湾梅派青衣名家魏海敏主演的京剧
《穆桂英挂帅》在中华剧院精彩上演；
我市最新沉浸式戏剧作品《宋美龄耳
环丢了》在旅游景区张园持续演出；由
指挥家吕嘉执棒，王宏伟等优秀艺术
家领衔主演的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
剧《山海情》（音乐厅版）弘扬了爱国主
义家国情怀。

文博展览魅力十足

假期期间，我市文博场馆推出
63 项展览及 53 项社教活动，其中，
天津博物馆举办的“丝路昆仑——
新疆文物精品展”“肇基文明——天
津博物馆藏商周文物展”、天津美术
馆推出的“笑语飘向远方——杨柳
青年画儿童形象发展史”、天津自然
博物馆的“云起龙骧——2024 龙年
生肖展”、天津数字艺术博物馆的

“发现敦煌——敦煌艺术情景式特
展”、国家海洋博物馆举办的“画说
清明节”等，充分展示了传统文化的
无限魅力。此外，平津战役纪念馆
推出的“永存的丰碑——纪念平津
战役胜利75周年烈士展”，表达了对
革命先烈的无限崇敬与缅怀之情。
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联合天津歌舞
剧院推出的大型实景“海棠花开忆
伟人——西花厅沉浸式展演”，吸引
大批游客观看，推动红色文化焕发
出新的生机。

群文活动多姿多彩

假期期间，我市公共图书馆、文化
馆推出丰富多彩的文化大餐。天津市
群众艺术馆举办“春归大地话清明”主
题朗诵音乐会，采用诗歌朗诵、歌曲演
唱相融合的方式，为观众呈现了一台
情怀满满的精彩演出；天津图书馆推
出的“清明海棠·花与诗”阅读体验活
动和“漫步绘画 色彩探秘”彩铅技巧
美术活动，带领读者领略春日之美，丰
富了假日生活。

（上接第1版）唱一曲《梨花颂》，献一段
《津韵海棠》，京剧传承人与不倒翁的组
合将传统与创意呈现；“乐享海棠”中，无
论流行摇滚还是说唱民谣，总有你喜欢
的音乐类型；“诗遇海棠”与“海棠密盒”
在对诗答题中传递欢乐，分享海棠花节
专属礼品……

春风温柔，海棠盛放。一系列围绕
海棠花展开的活动为假期平添了几分欢
乐。“津津乐道·掌心市集”里超过200个
摊位能满足不同需求的游购体验。五大
道海棠花雪糕生动传神、冰凉甜蜜，芦庄
子桂顺斋“海棠花酥”口味丰富、颜值满
满，祥禾饽饽铺的海棠饼“引经据典”、老

少咸宜。除此之外，还有海棠花节限定
手提袋、海棠花节手机支架与配饰、肯德
基海棠花节周边等系列好物。晚间的音
乐现场更是成为假期里每日的重头戏。
蓝色风车乐队与万晓利点燃假期首日夜
晚；钟立风、虎啸春、小河等5组知名音乐
人的现场表演用音乐唱响春日的夜晚。
“文旅商产业的深入融合和升级，不

但引领新的消费潮流，还实现了消费提
档新突破。和平区以海棠花为媒，打造
集赏、游、购、品、娱于一体的多元场景，
努力实现文旅活动从‘爆红’到‘长红’，
从‘流量’变‘留量’。”和平区文化和旅游
局局长彭芃说。

（上接第1版）

推动产业项目招大引强

奋力冲刺“开门红”

营商环境是区域发展的“金字招
牌”，随着服务功能和开放水平不断提
升，经开区良好的营商环境让其对大
项目好项目的吸引力日渐增强。

3月中旬，一汽-大众天津分公司
新车型技术改造项目竣工，建成后将
提升一汽-大众华北基地基础设施配
套功能，打造产业链完善、创新能力
强、特色鲜明的汽车产业集聚区。随
后，诺和诺德投资约40亿元人民币的
无菌制剂扩建项目在经开区启动建
设，成为诺和诺德中国成立30周年来，
在津发展进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

截至目前，经开区今年已有大众
汽车零部件研发中心、纬湃科技电子
汽车新品、新兴际华智能交互装备等
项目签约；诺和诺德无菌制剂厂、中
石化工程院、石科院天津中试基地等
项目开工；一汽-大众新车型技改项
目、中国通用集团的东纶科技新材

料、世纪康泰二期等项目竣工；敏实
集团北方总部基地、纵联汽车零部件
等项目投产。近期，还将有桐砚高性
能聚合物材料、中圣泰港LNG冷能
综合利用等9个重点民营石化企业
项目开工。

经开区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洪
世聪说：“经开区将大力实施产业项
目招大引强攻坚战，力争有投资百亿
级项目以及一批亿级以上项目相继
落地。”

年内，经开区还将加快推动恒河
碳五碳九、三峡海上风电等总投资额
达370亿元的64个项目开工；全面提
速渤化二期、优诺金生物工程等总投
资额1900亿元的141个项目建设；确
保大乙烯、鸿图智能制造等总投资
502亿元的 48个项目年内完工或投
产，预计达产后可实现产值300亿元
左右。
“我们将通过一批重点产业项目

签约、开工、竣工和投产，通过经济运
行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奋
力冲刺‘开门红’。”洪世聪表示。

海棠绽放 五大道留客

天津经开区打造统一“迎商入口”和“暖商营地”

（上接第1版）

特色餐饮火爆“出圈”

大批游客外出赏花游玩，带火了津
城餐饮市场。假期中，市商务局监测的
220家餐饮企业累计实现营业额1437万
元，同比增长14.8%。

在海棠花节等活动的影响下，五
大道和金街区域餐饮消费十分火爆，

热门餐厅一座难求，“五大道附近美
食”成为大众点评平台搜索词第一
名。西北角再次成为游客体验天津特
色早餐的首选之地，假期日均客流量
超过10万人次。此外，为进一步满足
游客的消费需求，海河游船特别推出
了早餐航班，并为游客量身定制早茶、
清吧等特色航班，打造海河上移动的
美食会客地。

文旅市场

各大商圈

231.17万人次 轨道交通单日客流创新高

4月3日，我市大中小学心理健康活动展演在南开大学举行。图为河北工业

大学附属红桥中学的心理剧《我和我，和我，和我……》。 本报记者 姜宝成 摄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日前，由中国
医疗器械行业协会数字疗法专业委员会
主办的“数字健康标准制修订工作研讨
会”在津举办，会议完成了数字健康标准
制修订工作组的成立工作，同时通过了首
个立项的《呼吸功能数据监测分析软件专
用技术条件》团体标准。该项标准是国内
首个呼吸健康领域的数字疗法团体标准。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记者日前获
悉，乘客已可在地铁站使用数字人民币
App（目前支持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数
字人民币钱包）支付，涵盖购票、充值、补
票等非现金业务。截至目前，客服中心
和智能自助票务服务终端已支持微信、
支付宝、云闪付、各银行App、数字人民
币App等多种电子非现金支付方式，为
乘客提供多样支付渠道选择。

呼吸健康领域数字疗法

国内首个团体标准在津立项

买地铁票能用数字人民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