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刘旭 本报通讯员 唐冠军 康宇

1月21日7时，瑟瑟寒风中，一面鲜艳的五

星红旗在辽宁阜新车务段八道壕站上空冉冉

升起。升旗的是车站职工马仁光和他的妻子

刘玉艳，这是他们在车站度过的第5个除夕。

八道壕站位于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八

道壕镇，是大郑线芳八支线的尽头站。2017
年，为优化生产作业，原沈阳铁路局对部分

车站实行固定人员全天候驻站承包，并规定

承包人必须是父子或夫妻，“小站人家”的管

理模式一直延续至今。

也是从那时起，马仁光、刘玉艳夫妇开

始了全天候的驻站生活。

八道壕站现有 3条到发线、2条货物线，

每月装卸车 600多辆，有时一天就多达 50余

辆，马仁光工作压力很大。刘玉艳在做好后

勤服务之余，还兼作老伴作业中的监督员。

升旗后，马仁光立即返回运转室，为即

将进站的机车做好准备。刘玉艳则走进厨

房准备早饭。

7时 30分，机车到达八道壕站。马仁光

戴上帽子，背上无线电台，拿起信号旗走出

运转室。看到老马急三火四地跑出去，刘玉

艳把摆在饭桌上的早餐又放回了锅里保温。

列车轰隆隆地驶出车站，时间已经 8时

30 分。马仁光带着满身寒气回来吃早饭，

一边的刘玉艳不忘提醒他：“货物线的 10辆

敞车别忘了去巡视一下，很可能今晚也要

挂走。”

放下筷子后，马仁光披上衣服去货物线衣服去货物线

检查车辆状态和线路周边情况检查车辆状态和线路周边情况。。刘玉艳开刘玉艳开

始在站舍门上贴福字始在站舍门上贴福字、、贴春联贴春联。。很快很快，，小站小站

里有了浓浓的年味儿里有了浓浓的年味儿。。

““爷爷爷爷，，过年好过年好！！””中午时分中午时分，，马仁光刚刚马仁光刚刚

回到站舍回到站舍，，77 岁的大孙子突然从屋里跑了出岁的大孙子突然从屋里跑了出

来来，，身后是儿子和抱着身后是儿子和抱着 33 岁小孙子的儿媳岁小孙子的儿媳。。

马仁光的儿子在上海工作马仁光的儿子在上海工作，，受疫情影响受疫情影响，，已已

经经 33年没有回来过年年没有回来过年。。

本打算一切从简的除夕热闹起来本打算一切从简的除夕热闹起来。。1616
时时 3030分分，，马仁光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马仁光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

““大孙子大孙子，，来吃块鸡肉来吃块鸡肉，，这是你奶奶养的这是你奶奶养的

溜达鸡溜达鸡，，好吃有营养好吃有营养。。””

““爷爷爷爷，，车站还能养鸡啊车站还能养鸡啊？？””

““能能，，车站就是咱家车站就是咱家，，咱家就是车站咱家就是车站。。””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明清杨明清 张嫱张嫱

““道岔对温度变化十分敏感道岔对温度变化十分敏感，，眼下正是眼下正是

寒冬时节寒冬时节，，必须提高检修标准必须提高检修标准。。””11 月月 99 日凌日凌

晨晨，，完成升级改造的青岛站结束了当日的春完成升级改造的青岛站结束了当日的春

运运，，信号设备迎来信号设备迎来““舒筋活骨舒筋活骨””的时刻的时刻，，叶琛叶琛

琳带领职工在夜幕下对道岔进行全面检修琳带领职工在夜幕下对道岔进行全面检修。。

道岔，是火车转道的线路连接设备，也

是轨道的薄弱环节之一，叶琛琳便是道岔设

备的技术检修人员。

2012 年，从部队转业来到中国铁路济

南局青岛电务段工作的叶琛琳，感到责任重

大。他整日扎在复杂的设备图纸里，一步一

个脚印，从岔道“小白”成长为技术能手。

当时，高铁道岔研发时间短，更新换代

快 ，在 设 备 维 修 上 仍 存 在 亟 待 填 补 的 空

白。2014 年，叶琛琳主动挑起攻坚大梁。

通过对设备反复拆装和大量数据测量，摸索

总结出高铁道岔“望闻问切”四步维修法，解

决了 67 项一线检修难点，带领团队连续实

现了 6个安全年。

2018 年，叶琛琳被选派参加“八纵八

横”高铁网重要动脉的青盐铁路建设，负责

线路开通前的设备调试工作。时值严冬，空

旷的铁道线上朔风刺骨，两个月时间里，叶

琛琳吃住在一线，全身心投入工作，将设备

优良率提升至 100%。

此 后 ，济 青 高 铁 、潍 莱 高 铁 、鲁 南 高

铁 ……每一条新线开通，都有他忙碌的身

影。国铁集团优秀共产党员、山东省五一劳

动奖章……一项项含金量十足的荣誉也被

他收入囊中。

现在，叶琛琳依然坚持每天到现场和

设备“打交道”，他把所辖范围内道岔的“脾

气”摸得一清二楚，心里装着一本设备“健

康簿”。

“今年春运，客流增长明显，给设备质量

带来更多考验，我们也会投入更多精力保障

旅客回家路。”叶琛琳对记者说。

道岔“医生”巡线来

28年间，包国军的足迹遍及 10余个省份，在一个又一个重大工程建设现场挥洒汗水——

“哪里建设需要，我就去哪里”

赵春青 绘赵春青赵春青 绘绘

周芳的牵挂周芳的牵挂
本报记者 黄洪涛 本报通讯员 苗剑东

近日，记者见到周芳时，她正从一位老人家里出来，“下午

还要再去两家，看看他们有没有咳嗽、发烧的症状。”

周芳是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葛塘街道快易洁居家养老

中心的主任，从事养老服务 6年来，辖区里老人们的身体健康

成了她最大的牵挂。

“不问真是不放心。”新冠病毒感染的高峰期，她每天都要

上门探望葛塘街道的孤寡独居老人，采集农村高龄困难老人

的健康信息。

这几年，周芳主动承担起了电话排查 65 位残障人士和

113位高龄独居老人行踪轨迹及生活需求的工作。针对辖区

内不方便到检测点进行集中核酸采样的失能、半失能老人，周

芳和医务工作者一起为 55 名高龄孤寡独居老人和 32 名残障

人士上门核酸。

每当老人家里缺少口罩、药品等防疫物资，或是蔬菜、粮

油等生活物资，周芳都会主动伸出援助之手。她先后为 50
多位独居五保老人送去口罩、代买药品，帮助他们配送生活

物资。

“小芳上门陪我聊聊天，就觉得心情很愉悦。”高龄老人陆

德生对记者说。

陆德生年轻时是区文化馆的“红人”，如今上了年纪，儿女

不在身边，心里难免会感到空虚，周芳一有空就会上门陪老人

聊天。

“她经常买水果看望老人，帮助老人理发，为老人们做好

临终关怀”“只要老人有需求，她随喊随到”……周芳用实际行

动收获了江北新区众多居民和老人的点赞，快易洁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的护理员们也深受感染。

“为老服务工作其实很普通，但却连着千家万户。新的一

年，我要继续努力，把这份最普通的职业，做成最出色的事

业。”周芳对记者说。

不久前，周芳被江苏省总工会评选为“2022 年度江苏省

职工志愿服务优秀个人”。

车间“萌新”和他的师傅车间“萌新”和他的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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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在万家团圆的温馨时刻，有一群劳动者依然坚守在岗位上，默默守护旅

客回家的路和返程归途。

今年春运，从 1月 7日开始到 2月 15日结束，预计约有 20.95亿人次在中国大地上流

动。从大漠小站到铁路尽头，从铁路隧道到高空接触网……春运守护者们放弃与家人

的团聚，只为亿万乘客的旅途顺利平安。 ——编者

守护春运 温暖在途守护春运守护春运 温暖在途温暖在途

追梦·一线职工风采录G

本报记者 彭冰 柳姗姗

“走，小陶，我带你去巡检，顺便熟悉一下巡检点位。”近

日，杜宇国对徒弟说。

“好的，杜师傅。”陶明昊拿起安全帽和笔记本，迅速跟上

刚刚出门的师傅。

“可别小看这日复一日、周而复始的巡检，里面的学问可

大了，好多问题都是在巡检时发现的……”杜师傅一边走一边

向这位车间“萌新”传授着巡检常识。

2022 年，陶明昊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吉林石化电石厂氯

碱氯磺化联合车间工作。车间给每位见习大学生都分配了

一名师傅，化工二班值班长杜宇国就是小陶的师傅。在陶

明昊的印象中，杜师傅平时对他叮嘱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安

全第一”。

“咱们巡检可不是走过场，和中医把脉差不多，望闻问切

一个都不能少。‘望’就是用眼睛看，来，你过来看看这几块压

力表有啥不一样？”杜宇国抛出了“考题”。

陶明昊仔细看了看，回答说：“数值没过线，压力表也正

常，没看出问题。”

杜宇国笑了笑，带小陶在现场又仔细转了一遍，陶明昊这

才发现每块压力表的压力值是不一样的。

杜宇国看出了他的疑惑，解释说：“咱们车间的巡检工

属于有毒有害岗位，氯、硫等的储罐都是压力容器，每个设

备的压力控制参数不一样，巡检时一定要特别注意观察。”

杜宇国叮嘱徒弟，记牢每个储罐的工艺指标，方便在巡检时

进行对照。

结束巡检返回的路上，杜宇国语重心长地对小陶说：“巡

检一定要细致，不光要看到表面的问题，还要善于发现不易察

觉的隐患。”

小陶点了点头：“多解决一个问题，装置就多一分安全

保障。”

平时，一有空闲杜宇国就会带着陶明昊楼上楼下地跑现

场，告诉他每条管线的起点和终点，给他讲每个装置里的不同

物质。

“专业上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常常觉得脑子不够

用。”陶明昊告诉记者，师傅特地给他准备了一个小本子，让

他把不懂的问题、新学的知识都记在上面，养成随时记录的

习惯。

新的一年，陶明昊希望，自己的专业水平和巡检能力能不

断提升。

一人一犬守护大漠小站

本报记者 黄榆 本报通讯员 杨森

戴好安全帽、系好安全带、背着 20公斤

的工具包、动作敏健地爬上距离地面 6米的

作业平台。1 月 10 日凌晨 0 时 30 分，停靠

在中老铁路玉溪站的最后一趟客车驶离车

站，中国铁路昆明局玉溪供电段的 4名女接

触网工开始了她们的夜间检修作业。

“今天晚上要更换一根吊弦，前期发现

这根吊弦有散股的现象。”接触网工凡月下

达作业任务，大家迅速系好安全带，迅速登

上作业平台上作业平台。。

不到两分钟不到两分钟，，一根吊弦的更换工作就一根吊弦的更换工作就

完成了完成了，，姑娘们还对接触网上的设备参数姑娘们还对接触网上的设备参数

等进行了检查等进行了检查。。

““ 春 运 期 间春 运 期 间 ，，客 流 多客 流 多 ，，检 修 要 更 加 仔检 修 要 更 加 仔

细细。。””凡月说凡月说。。

接触网是高悬在铁轨上方接触网是高悬在铁轨上方 66 米的高压米的高压

电线电线，，为列车运行提供必不可少的电能为列车运行提供必不可少的电能。。

接触网的质量和工作状态将直接影响电气接触网的质量和工作状态将直接影响电气

化电路的运输能力化电路的运输能力，，接触网工就是专门负接触网工就是专门负

责维护和检修接触网的人员责维护和检修接触网的人员。。

接触网检修一般在凌晨接触网检修一般在凌晨““天窗点天窗点””进进

行，作业人员需要“悬挂”在空中，因此，接

触网工除了需要扎实的理论知识和熟练的

业务技能，对体能及耐力也有极高要求，很

少有女性能够胜任。

“脚踩稳、手抓紧，把卡槽对准了，别夹

手……”深夜气温急剧下降，站在 6 米高的

作业平台上，冷风吹得人直打哆嗦，凡月和

同事的额头上却已冒出汗珠。她们在空中

一会攀爬支柱，一会儿紧固螺栓，灵巧地在

电网上“走钢丝”，就像寒夜中的芭蕾舞者。

凡月和赵萌、李梦霞、刘倩都是 95后大

学生，也是中国铁路昆明局为数不多的女

接触网工。今年春运，她们 4个女生组成了

一支青年突击队。

为了成为合格的接触网工，4 个小姑娘

苦练体能和高空作业，用了 3 年时间，她们

的工作效率和作业精度丝毫不逊于男同事。

凌晨 5 时，当天的检修任务完成，窗

外夜色朦胧。女孩们坐在返回驻地的轨

道车上聊着天，这是她们一天中最放松的

时刻。

今 年 春 运 期 间 ，中 国 铁 路 昆 明 局 有

1000 多名接触网工像凡月一样坚守岗位，

护航每一趟列车安全运行。

铁路尽头有人家

中老铁路上的“夜芭蕾舞者”

本报记者 赖书闻

“哪里建设需要，我就去哪里。”近日，记

者来到海南省临高县文澜江大桥项目现场，

见到了忙碌中的包国军，他用这样一句话形

容自己的工作状态。

包国军是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海南省环岛旅游公路第六工区的项目经理。

28年间，他的足迹遍及 10余个省份，在一个个

重大工程建设现场上挥洒汗水，见证了一个又

一个重要建筑的拔地而起，也一次又一次攻克

技术难题，展现工程建设者的速度和智慧。

施工现场，轰鸣的机械声中，工人们正埋

头苦干，包国军密切关注着施工进度。也是

在这一声声的轰鸣中，这位建设者拥有了值

得回味的记忆和披荆斩棘的底气。

荒山野岭与寂寞为伴

1994年 7月，大学毕业后，包国军被分配

到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承建的沪宁

高速公路项目部担任技术员。

那时，大型施工机械设备很少，几乎都是

靠人工作业，工作环境十分艰苦。很多年轻

人吃不了工地的苦，纷纷跳槽，身上有一股韧

劲的包国军却坚持了下来。

自此，荒山野岭与寂寞为伴，成了包国军的

工作常态。他经常在人迹罕至的项目工地一

待就是几个月。包国军告诉记者，被蚊虫叮

咬，几天甚至更长时间没法洗澡都是常有的事。

“从项目施工进度，到物资、设备进场情

况，再到项目部几百人的生活起居，每天都要

在脑海里过一遍。”走上管理岗位后，包国军

感到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2019 年，包国军来到海南省东方市修建

高速公路。施工地段位于人烟稀少的山林，

与海南热带雨林保护区隔沟相望，这也意味

着，现场施工不仅要考虑土质稀松的地质条

件，也要兼顾环境保护。

就在现场施工人员都束手无策之时，经

验丰富的包国军想到了此前在浙江一个工程

中采用过的技术——泡沫轻质土施工，将施

工难题成功破解。

包国军介绍说，这种施工技术用泡沫轻质

土替代山区狭窄路段常规施工采用的“大填

方+挡土墙支护”模式，能减少对原生态地貌的

大面积破坏扰动，从而实现“鱼和熊掌”兼得。

鏖战文澜江大桥

2021 年初，包国军来到省级重点项目海

南环岛旅游公路项目部“挑大梁”，修建临高县

文澜江大桥成了摆在他面前的第一道考题。

文澜江大桥紧邻入海口，受潮汐变化影

响大，不良地质覆盖层厚度达 20 米，需要面

对各种复杂考验。现场的一位工作人员指着

眼前的工地对记者说，“这里之前到处是鱼

塘、滩涂，人和车辆无法直接到达，只能停在

几百米外的地方。”

除此之外，大桥本身的施工难度也不

小。大桥采用大跨径系杆拱结构，这在海南

省尚属首次，文澜江大桥也成为环岛旅游公

路项目六工区全线施工难度最大、技术水平

最高的关键性工程。

2021 年 4 月，包国军组织邀请业内专家

及技术顾问开展专家评审会，为项目量身定

制施工方案。不知经历了多少次的推翻重

来，包国军和团队的施工方案终于获得通过。

然而，新的难题又摆在了他们面前。

由于海边风浪大，最大的浪高有 3 米以

上，如何保质保量地完成主墩钻孔灌注桩施

工，考验着工程人员的智慧。

最终，包国军带领技术团队决定采用冲

击钻钻孔施工工艺，在钢筋厂集中制作钢筋

笼，用汽车吊吊装入孔，然后采用泵送砼灌

注。如今，在包国军和同事们的努力下，文澜

江大桥已经初现雏形。

“建”证青春力量

深山峡谷中、蜿蜒山路上，大江大河畔、

高山荒漠里……包国军在大大小小的工程项

目中完成自我成长的同时，也热心帮助身边

的年轻人。

中交二公局东萌公司的毛海是包国军的

徒弟，他打心眼里敬佩师傅，特别是师傅身上

的敬业态度和拼搏精神。

2008年 8月，毛海和包国军一起驻扎在项

目工地，项目部距离最近的乡镇要两小时车

程。当时，正赶上工程建设进入最吃紧的阶

段，包国军“白加黑”连轴转，累得胆囊炎发作，

疼得直不起腰了，才被同事强行送去了医院。

第六工区的项目副经理李强从 2007 年

开始跟着包国军走南闯北。“和包师傅一起工

作，感觉很‘燃’。”李强告诉记者，包国军的工

作热情总能带动身边的年轻人。如今，在包

国军所在的项目部上，越来越多的青年工匠

正用青春和智慧“点亮”工地。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万胜男

傍晚时分，大漠余晖染红了西边的天

空，落日放射出归隐前最耀眼的光芒。一列

火车飞驰而过，巡线民警肖志全指着列车向

身边的“战友”喊道：“虎妞，立正！”目送列车

远去，肖志全和警犬“虎妞”也即将结束一天

的巡线工作。

今年 47 岁的肖志全，是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乌鲁木齐铁路公安局库尔勒公安处且

末站派出所南屯警务区唯一的驻站民警。

“一人、一犬、三餐、四季”是这个警务区最真

实的写照。

今年是肖志全和虎妞共同度过的第一

个春运，对于有 26年警龄的肖志全来说，这

个春节因为有了虎妞的陪伴变得不同。

2022年 4月，作为和若铁路开通的前期

工作队员，肖志全来到了南屯火车站，警

务区距离且末站派出所 150 公里，乘

坐火车的车程为 91 分钟。随着线路

正式开通，施工队作业人员陆

续 撤 离 ，只 剩 下 肖 志 全 自

己。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和地理限制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和地理限制，，警务区警务区

没有接入互联网，手机只有在车站附近才有

信号，为了排解寂寞，肖志全特地申请饲养

了一条警犬——虎妞。

虎妞刚来的时候只有 4个月大，肖志全

查阅了许多资料，从精选狗粮、搭配营养补

充剂、梳理毛发学起，生怕虎妞有任何闪

失。在肖志全的精心照料下，虎妞一天天长

大，不仅能看家护院，还能陪伴肖志全巡查

铁路沿线安全隐患，成了肖志全巡查线路上

的最佳搭档。

南屯警务区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

辖区线路两侧土质松软，部分区段驾车稍不

注意就会打滑、深陷。因此，徒步巡查铁路

线路时，肖志全都会与虎妞结伴而行。

车辆刚停到线路旁，虎妞从座位上一跃

而下，在沙漠里开心地打转，待肖志全准备

好工作包、水源、干粮等物品，虎妞立刻跳起

来和肖志全“击掌”。走累了，他们就席地而

坐，喝点水、小憩一会；偶尔遇到野兔、狐狸，

虎妞还会发出警觉的叫声。

一片碎金沿着天际在沙漠缓缓铺开，一

人一犬的剪影泛着浅浅金光。

① 春节期间，刘玉艳为在八道壕站办理接发车作业的丈夫马仁光送上热气腾腾的
饺子。 李琪 摄

② 乌鲁木齐铁路公安局库尔勒公安处且末站派出所南屯警务区驻站民警肖志全与警
犬“虎妞”，在和若铁路民丰至南屯段巡线途中小憩。 万胜男 摄

③ 零时，中国铁路昆明局玉溪供电段的4名95后女接触网工，在中老铁路玉溪站
开始了她们的夜间检修作业。 杨森 摄

④ 中国铁路济南局青岛电务段道岔检修员叶琛琳对照图纸确认继电器状态。
王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