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城站售票员费文馨做了

一件在她看来的“份内”之事，

近日却收到了一位美籍华人3

页纸的手写感谢信。

感谢信字迹清秀，情真意

切。这位美籍华人在信件中写

到：“文馨姑娘努力钻研，一心为

旅客着想！在我们的新时代，一

定会有越来越多这样聪明、上

进、奋进、用心的新一代。”

事情要从今年暑假说起，7

月23日下午，费文馨像往常一

样在宣城站售票厅值班。一位

年轻女士拿着护照过来。“你

好，我想咨询护照购票问题。”

这位旅客叫吕冉，全家都是美

籍华人，她本人在12306（购票

软件）注册账号后，添加常用人

时一直无法核验通过，不能在

网上购票。

当时窗口购票旅客不多，

费文馨就尝试帮她核验。虽然

费文馨是一名售票员，但平时

在工作中，遇到用护照购票的

情况十分少见，她现场试了十

多遍，一直不行。费文馨让吕

冉留下微信，保持联系。

刚好第二天是费文馨值晚

班，趁着旅客少自己休息的空

档，她开始帮吕冉一家核验信

息。一遍一遍试了一个多小时，

终于在凌晨，费文馨成功核验了

所有的常用人身份，这期间俩

人一直不断在微信上沟通。

结束后，她跟吕冉打了声

招呼，就继续值班。没想到，她

的这一举动，让吕冉一家人特

别感动，特地给费文馨写来了

感谢信。

采访过程中，费文馨一直

重复着一句话：“真的只是一件

小事。”在她看来，解决这种没

遇到的问题，对自己也是工作

经验的积累。

记者在电话采访吕冉时，

她表示：“文馨姑娘的热心尽

职，帮我解决了大麻烦。”

她说，“常用联系人无法

核验通过”这个问题已经困扰

她一年多时间。每次乘坐高

铁，都必须到车站窗口购票或

其他APP加手续费购票，既麻

烦又无奈。

在此之前，她多次在国内

几个大城市火车站寻求帮助，

始终无果。没想到今年在宣城

站解决了这个“大麻烦”。

吕冉在感谢信中还提到，

除了费文馨，窗口其他的工作

人员也都很热情。

28岁的费文馨，在宣城站

已经工作了8年，这些年来，费

文馨曾多次获得服务明星和个

人先进等表彰。

点赞“文馨”们，有你们，宣

城的“窗口”更靓！

美籍华人手写感谢信
点赞宣城姑娘
◇本报记者 金婷婷 孙丽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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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的午后，宣州区溪口镇天竺村，晴

空湛碧，山林叠翠流金。

村民罗小平抄起一把镰刀，走到村口

一棵1200岁的古红豆杉下，摸摸树干，望望

树冠，然后细心清理起周围的杂草来。

这棵宣城最老的古树，历经千年风雨

沧桑，却还是枝繁叶茂，绿荫如盖，并因此

成为皖南川藏线上一道独特的风景，吸引

着一波又一波游人的到来。它的身上，不

仅烙印着大自然令人震撼的生命力，也记

录了一个小山村的“护树童话”。

“我们都是在这棵树下长大的，夏天时

躲进空心的树干里玩捉迷藏，秋冬时又一

个个爬到树上采红果子……”58 岁的罗小

平感慨，这棵古树，几乎凝固着天竺村盘岭

村民组每个人的童年乐趣。

虽然那时，村里人还不知道这是国家

一级保护树种红豆杉，但老人们仍常常告

诫孩子们：要保护这棵树，不能伤害它。在

他们眼中，这棵长在村口的巨树，是村里的

风水，能为村子挡风遮雨甚至阻挡灾难，让

村里人遇难成祥。

日复一日的告诫，日渐成为村里人一

致遵守的规矩。乡亲们生火做饭、盖房建

屋，从来没想过砍一根古树的枝桠。还有

很多人主动当起“义务巡视员”，有个风吹

草动就会前往察看，主动报告。

上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

施行，村里（生产队）把耕地、经济林地，分

配给一家一户耕种经营。在分配大会上，

全村人一致约定：村口的古树片区，是村里

集体所有的风景，不分给任何家庭，大家都

有责任保护好。“那时我是生产队的副队

长，我清楚记得，这一条被写在会议记录本

上。”罗小平回忆。

90年代，村里人发现，原本四季常青的

古树，变得有些枯黄，不少枝桠甚至有枯死

的迹象。

“看着很痛心，又不知道该怎么做！”村

民们合计后，把情况反映到了村里。

在村里的支持和帮助下，大家找到了

古树发枯的原因：修路造成的水土流失，让

古树得不到充足的营养。

知道了问题所在，村民们自发行动起

来。他们挑来土壤，在古树根部堆高，又找

来石块，层层垒高，防止水土流失。

村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古树一日日

重新焕发生机。那浓浓绿荫带回的清凉，

也让村口恢复了往日的热闹。

人们的尊重、爱护之情，历久弥深。

住在古树上头的张春娣一家，从来不让

自家的生活废水流向古树的生长区域；古树西

南边有片毛竹林，每到春天的时候，罗小平等

人总要砍掉靠近古树的一片竹笋，防止竹笋长

大，抢夺古树的阳光；刮风下雪之际，大家更是

提前扛好毛竹，做好给枝桠打撑子的准备。

2009年，宣州区林业部门对古树名木进

行调查时，发现这株古树乃国家一级保护

树种红豆杉，且树龄超过1200岁，是第四季

冰川时期遗留下来的古老树种，被称为“植

物中的大熊猫”。当年年底，古树正式被挂

牌保护起来。

有了“身份证”，红豆杉的保护又增添

了官方力量。每年，林业部门不仅会安排

专人养护、监测，还会定期请专家和技术人

员过来，为古树体检、施肥，以及做根系复

壮、病虫害防治、空洞修补等各项养护。

但是，村民们并没有因此而“撒手不管”。

因红豆杉树皮含有抗癌物质紫杉醇，

一度有人不远千里来到天竺村，想要刮下

树皮带走。村民们对这样的陌生人，总是

充满警惕，一旦发现对方表现不对劲，总会

第一时间站出来制止。

也有人带着香火、红布，在树前行礼，

希望得到“神树”的庇佑。村里人也会及时

清理掉垃圾，并劝导这些外来者不要过分

神话古树。

“这么珍贵的树种，生在我们村，是我

们的福气，我们应该保护好它！”村民俞光

江的话，代表了大部分村民的心声。

这些年，千年红豆杉的存在，也让天竺

村声名远播。天竺村党总支书记汪双龙细

细数来：“这里，不仅建设了停车广场，成为

网红自驾线路皖南川藏线的重要节点，还

美化了周边环境，打造了红豆杉古树公园，

形成一处心旷神怡的特色景点。”

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天竺村停留。

他们夸赞村里的环境好，就像是天然氧

吧。村里的乡亲们，也卖上了山野村货，开

起了农家乐、民宿，吃上了“旅游饭”。

每当看到村里游人如织时，老人们昔

日的话语总会在罗小平耳畔再次响起：“古

树，会带来吉祥和福气。”

智慧收费站有何特别之处？

记者在该收费站看到，目前共设5进9出

14条车道，其中自动发卡车道2条、自助交费

车道5条、ETC车道7条。和普通收费站不

同，这里采用无亭化设计，收费岛不设岗

亭。收费现场更加宽敞明亮，车道布局整洁

有序，各道口通透性强，司乘通行舒适度高。

该收费站入口采用ETC+自助发卡模

式，出口采用ETC+自助缴费模式，对有特

殊情况的车辆采用远程受理的收费新模式。

记者看到，入口处，ETC车辆可1秒过

收费站，非ETC车辆则通过收费机器人自

助取卡实现 2 秒发卡，8 至 10 秒进出收费

站。出口处车辆驶入车道进入感应区域

后，显示屏上会显示车型、车牌、缴费金额

等信息，司机只需出示支付宝或者微信付

款码即可驶出。如果在操作中遇到问题，

司机也可按下“求助”键连线后台客服处

理。客服人员可通过客服远端平台与车主

进行沟通并处理特殊情况。

“停车、投卡、交费、通过。”10月8日下

午，市民胡光抒驶入西收费站，为高效的通

行速度和敞亮的收费空间不停点赞。

“目前西收费站和普通收费站相比，平

均ETC交易时间缩减60毫秒；入口自助发

卡速度相比人工发卡速度提升 60%，出口

自助交费速度相比人工收费速度提升

60%，人工成本大幅降低，通行效率大幅提

升。”市交通局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西收

费站设置了出口匝道预交易系统，实现了

“出口匝道畅通收费车道、云守护联动”。

简单来说，通过“智慧”功能，对匝道

交易成功的车辆，直接自动抬杆放行，减

少 ETC 交易时间。同时通过出口匝道预

交易系统，提前将 ETC、CPC 卡特情车辆

信息推送至远端智行亭，值机快速判断处

理特情，有效降低出口车道 ETC、CPC 卡

车辆特殊情况率。在收费岛的边缘，还嵌

入了LED跑马灯作为标志，通过岛头雷达

波识别，当车辆进入车道时，跑马灯会自

动变绿提醒驾乘人员，车辆离开时会自动

变红，提高了市民的智能出行体验。

记者了解到，对西收费站进行智慧提

升，仅是市交通局推进“智慧交通”建设的

一个注脚。今年以来，市交通局持续加快

推 进 交 通 基 础 设 施 数 字 化 建 设 ，我 市

TOCC项目作为全省唯一交通相关优秀案

例参加第六届“数字中国”建设成果展览；

签订《南京都市圈水上交通运输联合执法

合作协议》，编制完成“1+1+14”突发事件应

急预案。利用安全检查APP常态化对交通

运输领域700余个对象开展安全检查，对应

条目式检查48000余个（次），发现并整改隐

患问题3300余个。“水上非现场执法”在全

省实现零的突破，在全省率先完成非现场视

频证据采集。作为全省第四个地市启用了

宣城远程异地自助办案系统。开发了宣城

交通APP，实现车辆预警、源头追溯等功能。

“这项非遗跳五猖，是我们

郎溪县的重要文化遗产，已经

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村民们

每逢祭祀之时，就会跳起这支

舞蹈来纪念西汉治水英雄张

渤。”日前，在郎溪县梅渚镇定

埠中心学校活动室，国家级非

遗跳五猖钗术教练倪海兵一边

示范跳五猖的基本动作，一边

向孩子们讲解跳五猖的历史起

源和发展。

活动现场，记者看到孩子

们在倪教练的指导下，排列着整

齐的方队，右手统一握钗，目不

转睛，认真观看倪教练的示范。

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全新的

体验，他们兴高采烈地跟着倪教

练学习每一个动作，初学虽有些

笨拙，但他们的热情丝毫不减。

“刚刚舞动了钗，觉得自己

很厉害，同时也发现这个舞蹈

很难。在老师的指导下，我才

渐渐可以将这一套动作顺利地

做出来。以后我会利用课余时

间多去了解这项非遗，更好地

学习我们的传统文化。”四年级

学生刘伊佳兴奋地说道。

同样读四年级的陈思宇也

是倪教练的小粉丝，非常喜爱跳

五猖。他说：“在这堂课上，我们

不仅了解到跳五猖的历史，还知

道了很多关于它的知识。”

定埠中心学校每年都会开

展非遗进校园活动，让传统非

遗文化与教学活动深度融合，

以此增强中小学生对传统文化

的了解和认识，感受非遗文化

的魅力，让孩子们在校园内就

能感受到家乡优秀传统文化的

熏陶。梅渚镇非遗进校园活动

负责人周强介绍：“非遗是我们

的文化遗产，希望通过非遗进

校园活动，把这份宝贵的遗产

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和

热爱我们的传统文化。”

近年来，梅渚镇高度重视

非遗文化传承和人才保护，通

过非遗进校园活动，将具有地

方特色的“跳五猖、傩面具、大

小锣鼓”等非遗项目引入课堂，

并定期邀请非遗传承人走进课

堂，进行授课和示范，让学生们

在实际操作中学会非遗技艺。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

动，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成为非

遗文化的传承者和传播者。”梅

渚镇文联副主席程寨军介绍，

今年以来，梅渚镇共开展各类

非遗公益课8场，受益人群100

余人次。下一步，梅渚镇将进

一步深化非遗进校园活动，发

挥学校在传承文化、弘扬传统

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通过在

学校开展非遗知识竞赛、非遗

表演比赛等活动，激发学生们

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爱。

本报讯 “十一”长假已

过，但假期里济川派出所民警

舍己救人的举动，仍然让受救

者和群众感动不已。

事情要从 10月2日说起。

当晚23时16分，市公安局宣州

分局济川派出所接到指令：辖区

有人落水，急需救援。警情就是

命令，值班干警施翰勇、方志立

刻火速出警，到达事发地点。

事发地点在宛溪河东门大

桥附近，民警打着手电筒沿河

搜寻约 600 米后，在下游发现

了在水中求救、精神恍惚的女

子陈某。顾不上深夜的寒冷和

不明危险的水情，施翰勇连衣

服都未脱，就毫不犹豫地跳入

河中，奋力游向女子。岸上的

方志则通过大声呼喊，稳定女

子情绪，让她配合救援。

施翰勇游到女子身边，将

女子抱住，通过踩水，一点点地

向河岸靠近。女子由于求生本

能，中间好几次用双手将施翰勇

牢牢抓住，致使他无法动弹，两

人都沉入水中，情况万分危急！

几番挣扎中，施翰勇凭着过硬的

身体素质和沉稳的心态，终于

将女子推至岸边浅水区，成功

将女子营救上岸。 （李明轩）

梅渚镇：跳五猖“跳”进校园
孩子们“粉”上非遗

◇特约记者 余克俭 本报记者 徐晨

深夜，民警跳河救下落水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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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之一。
宣城，作为“全国山水美丽城市”、华东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安徽重点林区之一，森林资源极为丰富，孕育出种类

繁多的物种。天然厚礼，欣然护之。宣城正通过扎实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描绘一幅“万类霜天竞自由”的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越来越多的宣城人，也积极参与到绿色共建实践之中，写就一个个守护多样宣城的美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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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自助，2秒自动
发卡，10秒快速通行……

6 月中旬，我市高
速西收费站经过智慧
化 改 造 后 正 式 运 行 。
这是我省首个全智能
云值守收费站，该收费
站运营，标志着我省高
速收费站正式进入“准
自由流+云收费”的云
值守智慧新模式。

云值守云值守++智慧化智慧化，，这个高速收费站有点这个高速收费站有点““潮潮””
———探访全省首个整站式全智能云值守收费站—探访全省首个整站式全智能云值守收费站

◇潘诗文 本报记者 刘畅 文/图

高速西收费站车道精简一体化高速西收费站车道精简一体化。。

村民守护着古树，也相信古树会带来吉祥。

古树给小山村带来如织游客古树给小山村带来如织游客。。 千岁古树至今仍枝繁叶茂千岁古树至今仍枝繁叶茂。。 宣州区溪口镇天竺村宣州区溪口镇天竺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