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春节，沪宁沿江高铁迎来开通运营后的首场春运
“大考”，武进站的一对姐妹花也迎来担任客运员后的春运首
秀。这对双胞胎姐姐叫李依，妹妹叫李相，不仅穿着同样的
制服，有着同样的长相，还有同样热情周到的服务，同样亲切
甜美的笑容，成为车站的一道美丽风景。 孙潇 胡佳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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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她们修整、调校后的线束，近看如孔雀开屏，远望似虹桥飞架，关键是：零误差

用手指“绕行地球”的女子信号班

聚焦·班组里的雷锋G

本报记者 康劲

女子信号工班的工作看起来令人眼花缭
乱。随身揣着剪钳、卡尺等 11种小工具，指
尖拨弄电缆，不停地绕啊绕、捋啊捋、焊啊焊，
设备机柜里错综复杂的上万条光纤电缆被她
们“驯服”的妥妥帖帖。经她们修整、调校后
的线束，近看如孔雀开屏，远望似虹桥飞架，
关键是：零误差。

老工长李文玲退休的时候，姐妹们围在
一起有说有笑，掰着手指回顾曾经一起干过
的工程，突然有人惊叹道：“你这 30年啊，手
指绕过的电缆都超过 20万公里了！”有人快
言快语：“这岂不是能绕地球五圈多！”

一瞬间，姐妹们沉默了……
女子信号班的故事，也是一部薪火相传

的匠心传奇。1987年以来，信号工班经历三
代接力，先后参加了天兰铁路、兰青铁路、宝
兰客专、青藏铁路以及兰新高铁、京雄城际、
银西高铁等300多条铁路线的建设。在一个
又一个国家重点工程建设中，将线路焊接业
务“做专做精”，多次被建设单位指定为“免验
工程”。

这个中铁二十一局电务电化公司的女子
信号工班，也因此被授予“全国五一巾帼标兵
岗”称号。

成了“尖刀班”

“相对于野外施工，信号工班都是在室内
作业，就照顾照顾女职工吧！”当年，企业领导
考虑比较单纯，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几年后这

个“女工班”却成了“尖刀班”。
信号机械室是铁路信号系统的中枢，施

工工艺要求高，焊线工作更是集脑力和体力
于一体的综合性精细专业。一座信号楼内有
二十多架组合柜，一架组合柜里的焊接点少
则四五千、多则上万。用李文玲的话说，“这
每一根每一股每一点，都直接影响到行车安
全，不能有丝毫差错。”

2014 年，兰新高铁建设进入关键阶段。
西出阳关，风吹赛刀，李文玲和姐妹们走进

“烟墩风区”——这是世界上铁路风灾最严重
的地区之一。“这里的风大、沙多，更要焊得
牢、接得准。”李文玲说。

那段时间，他们成了戈壁荒漠中耀眼
的玫瑰，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和坚韧认真对
待每一道工序和每一个焊点，焊点光滑、饱
满、无毛刺、无虚焊、无假焊，仅用两个月的
时间就完成了 10个信号楼室内设备安装及
导通试验。

也由此，女子信号工班被评为中铁二十
一局“十大楷模”，李文玲也荣获“甘肃省五一
巾帼奖”。

征服“无人区”

李文玲是工长也是大姐，在大家眼中，业
务精湛，低调谦逊，由此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信
号女工。

2008 年，郑艳退伍转业，脱下戎装换上
工装加入了女子信号工班。兰青二线、红乌
铁路、兰新高铁……在李文玲的精心传帮带
下，郑艳编号、配线、焊线、导通，接通了一座
座信号楼，保障了一条条线路的如期开通。

2016年，在低温、缺氧、缺水的雪域高原
上，郑艳与李芳、张菲菲等几个姐妹主动请
缨，进入平均海拔 4000米以上的“无人区”，
克服恶劣环境“绕线”一年。

高寒缺氧的特殊作业，往日手到擒来的
焊接工作也变得不容易。为了在终年低温的
极端气候下确保焊线精准，郑艳和姐妹们每
天早到一小时预热烙铁。

全线在“无人区”，施工地点皑皑白雪，终
年穿棉衣，山下是一年过一个冬天，而这里却
是一个冬天过了一整年。高原缺氧，浑身肿
胀、脸色铁青，稍微一动就心悸气短。就是在
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她们创造了昆仑桥、昆仑
山、可可西里、曲吾“四个车站一次开通”的好
成绩，确保了青藏铁路格拉扩能改造项目各
站点的施工任务按期完成。

辉煌在“雄安”

现任工长刘虹霞是班里新生代的骨干，
从兰新二线、柳墩铁路到芜广铁路，一路走来
就“绕”到了京雄城际铁路。

雄安新区，千年大计。刘虹霞和姐妹
们憋足了劲，“弘扬工匠技艺，也要迈向智
慧施工。”

从大兴机场至雄安段的信号工程也引入
了 BIM 技术，实现机柜内线缆排布虚拟建
造。借助建筑信息模型，她们不断模拟、寻求
外美内实、高效稳定的线缆排布方案，在确保
工程“颜值”的同时，也为今后检修提供了最
大的便利。

4 号中继站里，刘虹霞和她的姐妹们一
根根去接、一段段去理、一束束去捋，一寸一

寸地捋直胶皮软线，让它们服服帖帖地在机
柜之间勾勒出横平竖直、曲线优美的几何图
形，整个过程仿佛操作一台精细的心脑外科
手术。

正是凭借出色的施工工艺和可靠质量，
京雄铁路雄安站房荣获中国建筑行业最高荣
誉奖“鲁班奖”及国家优质工程金奖。

最美的风景

经历了从蒸汽、内燃到电力、再到高速
列车的时代跨越，女子信号工班用“指尖”见
证着中国铁路的飞速发展。她们在机柜前
绕线、焊点的身影，也是工友们眼中的最美
风景。

2012年，大学刚毕业来到信号工班的刘
虹霞懵懵懂懂，在那里学着师傅的样子不停
地绕线，年轻技术员李东坡就远远地看着。
不久，工休后的林荫小道上，就走来了一对手
牵手的“职场恋人”。

像刘虹霞与李东坡一样，吴艳丽和魏海
军、李小春和何麒，信号工班的姐妹们总能在
项目部里找到“最懂你的人”。

铁路施工走南闯北，信号工班的工作
更是枯燥而艰苦。没有竣工的信号机械
室，往往是夏天闷热难耐，冬季又寒冷入
骨。不断改善施工点的作业环境，解决女
职工的生活困难，就往往成为各项目部的

“一号民生工程”。
“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又都是家

中的支柱，创造温馨和谐的工作环境，信号
工班就能绣出最美的风景。”项目经理宋乐
文说。

姐妹花

2月24日，元宵节，夜幕下的深圳北站
出站口人流如织。广九客运段深圳整备车
间值班员张欣怀抱一盒汤圆，脚步匆匆向
办公区域走去。

与此同时，在汕尾开往深圳北站的高
铁列车上，张欣的丈夫袁晓烽正在巡视车
厢，一位站在车门处彷徨无措的白发老人
引起了他的注意。“阿姨，有什么需要帮忙
的吗？”袁晓烽上前询问，10年的值乘经验
让这位列车长心细如发。

“我要去珠海，但不小心跟孙女在车站
走散了，怎么办啊？”88岁高龄的李奶奶一
把拉住袁晓烽的衣袖，用潮汕方言求助道。

“您别急，我帮您找孙女。”袁晓烽马上
切换乡音模式，将李奶奶扶到座位上休
息。在查到孙女的车票信息后，袁晓烽拨
通了她的电话，商量让其乘坐后面的车次
到深圳北站与奶奶汇合。

19时18分，列车到达深圳北站。这是
袁晓烽今天值乘的最后一趟列车。忙完手
中的工作，袁晓烽还是放心不下李奶奶，一
直陪在她身边，直到她和孙女见面，袁晓烽
才放下心来，飞快地奔向正在车队等他的
妻子。

“我去接班啦，给你做了汤圆记得吃。”
19时30分，袁晓烽与正准备前往整备车间
接班的张欣相遇，只匆匆说了几句，便又各
自投入工作。

20时整，身着蓝色制服的张欣坐在电
脑前开始“排兵布阵”。今晚，她要完成 55
趟入库动车组客运设备设施维护、服务备
品补充以及质检工作的任务派发。

“叮咚……”电脑提示有新的调度命令，
张欣迅速点击接收。“受寒潮影响，京广高铁
部分列车有晚点，大家先集中精力完成其他
入库列车整备工作。”张欣立即拨通作业人
员电话传达命令。

“要是遇到晚点时间长、临时变更在车
站停靠的过夜车底，必须第一时间确认车队
是否有备用料。如没有就需立即通知仓管
员打包所有备品，联系装卸工运往车站，同
时还要及时对接车站保洁进行作业。”张欣
说。整备工作就是给列车备好“粮草”，半点
不能马虎。

22 时 10 分，正埋头统计各车队入库备
品数据的张欣皱起了眉头，她发现今天袁晓
烽值乘的车底少了一个抱枕。

“报告张欣同志，抱枕放在餐车客运备
品柜里，就知道你会打电话，元宵节快乐！”
被张欣追问抱枕去处的袁晓烽在电话那头
宠溺地解释道。

“欣姐工作起来可是‘六亲不认’的，平
时上车验收卫生，垃圾桶内侧、卫生间死角
她都不放过。”一旁的同事笑着说道。

23 时 40 分，张欣收到短信：“明天你还
有 3个动卧整备要盯控，晚上值班注意劳逸
结合。”虽在不同岗位，袁晓烽总是记得张欣
每天的工作重点。

今年是他们各自坚守在岗位上的第7个
元宵节，他们的两个孩子春运期间分别陪伴
在双方老人身边。“元宵节后我们就一起回
潮汕‘营老爷’，这日子就像今晚的汤圆一样
甜。”张欣一脸期盼，继续投入工作中。

（程斯佳 邹莹莹）

别样的元宵节

广
告

2月 25日 21时许，夜幕降临，从深圳北
站的计划室内透出淡黄色的灯光，为寂静
的夜增添了一抹温暖。

“哒哒哒……”安静的计划室内，响起
清晰的键盘敲击声。坐在桌前的计划员
王璇璇眼神专注地望着电脑屏幕，并不时
低头查阅手中的数据。每一串数字、每一
道命令，都关乎着数千名乘客的座席，王
璇璇丝毫不敢马虎。

春运进入节后返程高峰，车站计划室
又开始繁忙起来。在这里，像王璇璇一样
的计划员还有5人，他们每人每天需核查约
240趟列车，核对约1.7万个座席。

“滴滴滴……”21时 45分，调度命令平
台的提示音一阵接一阵响起，键盘敲击声
也变得更加紧凑，紧张而有序的工作气氛
笼罩着整个计划室。

“阿玲，我们抓紧把席位库核对一下。
2 月 26 日 的 G6180 次 和 G6022 次 ，从
CRH380 车型换成了CR400AF 车型，车厢
座位分布有变动，需要核对一下。”王璇璇
与同事黄敏玲并肩而坐，目光游走在各类
数据中，两人认真核对着每一趟列车的席
位变更情况。

与此同时，远在 100多公里外的广州，
王璇璇的丈夫罗智鹏正坚守在调度员的岗
位上。

罗智鹏是广铁集团调度中心的一名普
速列车行车调度员，主要负责普速列车的
运行安排。随着全国各地天气逐渐好转，
受影响的铁路线路陆续恢复运行，铁路部
门及时增加运力，保障旅客出行。连续多

日，罗智鹏都坚守在岗位上，根据旅客的出
行需求，合理调配运力，保障广大旅客的出
行需要。

“现在是客流高峰，我们每天想的都是
如何保障列车正点开行，让旅客感受铁路
的便捷、准时。”罗智鹏说道。

王璇璇深知丈夫工作繁忙，常常连饭
都顾不上吃。每当罗智鹏休息的时候，她
都会亲自下厨，为他做一顿丰盛的饭菜改
善伙食。罗智鹏知道妻子王璇璇喜欢吃甜
食，也会时不时为她买一份最爱的甜品，让
她在忙碌的工作中享受一份甜蜜。两口子
虽然分居广深两地，但他们用简单且浪漫
的方式关心着对方。工作闲暇，他们会视
频通话，分享各自的经历和感受。

王璇璇夫妻俩有一个 5 岁的儿子，在
读幼儿园，正是需要父母陪伴的时候。谈
起孩子，王璇璇觉得有些亏欠，哽咽地说：

“孩子特别懂事，知道我们忙，每次跟他视
频，他都不哭不闹。现在还会唱儿歌哄我
俩开心。”

“只有坚守岗位，才能让更多的人平安
团聚，我跟璇璇商量好了，忙完这段日子，
我们的小家再团聚。”罗智鹏期待地说道。
谈及新一年的家庭愿望，夫妻俩都表示要
多陪伴孩子成长，计划今年带孩子去期待
已久的海洋王国看鲸鱼。

不同的城市，相同的坚守。王璇璇
和罗智鹏夫妻俩，是无数铁路“夫妻档”
的一个缩影，他们舍小家为大家，默默守
护着千家万户的平安出行。

（岳千琳 郭成海）

两地坚守也浪漫

自节后返岗以来，川煤集团达竹机制
公司大修车间支架检修班的职工们以“开
年就开跑、起步即冲刺”的精气神加速奔
跑，全力冲刺“开门红”。他们结合支架检
修工期紧、任务重、人员少的现状，将从其
他车间调配来的检修人员分成三组，每组
安排1名组长，通过“1+N”的人员交叉组
合方式，帮助援修人员尽快熟悉作业环境
和工序工艺，实现传授技艺、质量管控和强
化安全“三箭齐发”。 汪勇 摄

郭修山

在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淄博工务段青州线
路车间维修工区栾志刚的抽屉里，放着 98 本无偿献血
证，这是他最值得骄傲的东西。

43岁的栾志刚是一名工班长，21年献血137次，累计
献血 93000CC。他说，现在献血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想
到病人因为自己的捐献而重获新生，那种满足感和成就
感会油然而生。栾志刚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献血不
但无损身体健康，还是一件帮助别人、快乐自己的事情。

有一次，他接到老同学的求助电话，其家人做手术急
需A型血。医生告知，首个治疗周期就需要上千毫升的
血。栾志刚二话没说，深夜打车赶往医院献血。几天后，
从医院传来好消息，病人手术成功，很快便可出院。

自此后，他隔一段时间献一次血。在他的带动下，徒
弟牟建阳、张重阳、张毅也加入献血队伍。榜样的力量带
动了更多人成为“热血青年”。

今年腊月二十七，栾志刚得知潍坊市中心血站急需
血小板，他马上打车去高铁站，赶往中心血站献出了
400cc血小板。

“看到病床上的人遭受着病魔的折磨，很心疼。只要
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会变得更美好。”栾志刚说，希
望以后咱们用血的时候，也能感受到这点爱带来的温暖。

许庆勇

2月25日21时许，经过山东省滨州市雷霆公益救援
队队员李龙和队友们连续4小时的寻找，一名离家出走近
11个小时的 14岁男孩被找到。当他们把孩子平安交到
其父母手里的时候，心急如焚的孩子妈妈激动得一下就
跪下了，眼含热泪，抓着他们的手不停地说“谢谢”。今年
以来，李龙已和伙伴们一起找到了3名走失人员。

李龙今年35岁，是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滨南采油厂采
油管理一区员工。2010年实习的时候，他协助派出所抓
小偷，为老百姓找回失物，感受到助人的快乐，由此走上
了志愿服务的道路。多年来，他利用业余时间积极参加
车祸救援、灾害救援、抗击疫情和走失人员寻找等志愿服
务活动。

2019 年的一天，当地一个市场中有个商铺突发火
灾，火势很大，情况危急。当过兵的李龙没有丝毫犹豫，
拿上灭火器就冲过去，将火场里的4个煤气罐抬出来，又
冲进火场将火扑灭。商铺空间狭小，他吸了很多烟尘，右
胳膊也被烫伤。看到大火被扑灭了，大家一起为他鼓起
掌来，他只是笑笑说:“应该的!”

主动请缨去抗疫一线的有他，志愿维护交通秩序的
有他，捐款捐物倾情帮困的有他，造血干细胞捐赠志愿者
的队伍里也有他……他就是我们身边的雷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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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事做了一箩筐

张运泓

3月 2日，吃过晚饭，李德禄和往常一样一手拎个大
塑料袋、一手拿着捡拾垃圾的夹子走出家门。塑料袋、塑
料瓶、烟头、废纸……他沿着河岸一路捡拾开去。

从2017年开始，李德禄就主动承担起浑河章党桥至
长春桥 4.3公里的巡河任务。2020年，李德禄被全国总
工会、全国妇联联合授予“全国最美河湖卫士”称号。

除此以外，抚顺石化公司石油二厂排水车间51岁的
工人李德禄还拥有全国红十字先进典型、中国好人、抚顺
市第16届百姓雷锋等荣誉称号。

众人拾柴火焰高，这是李德禄2019年注册成立以捐
资助学为主要内容的抚顺市聚沙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初
心。他经常带领团队成员走访各类困难学生，深入家庭进
行情况核实，确保精准资助。同时，李德禄依据不同群体
的实际需要和成员的专业优势，分别组建了助学关爱、文
明服务、心理咨询、法律援助、应急救护等专业志愿小组。

5年前，有个孩子的父亲经历两次事故后失去劳动
能力，母亲患有脑血栓，语言、行动都极为不便，一家人生
活窘迫。这个年仅10岁的孩子常常缩在角落里，非常无
助。助学过程中，李德禄带领志愿者给予这个家庭物质
资助，同时选派二名志愿者对孩子进行心理咨询和课业
辅导，还特意挑选年轻志愿者和他交朋友，让他走出了阴
霾，变得阳光、开朗、自信。

如今，这个团队每年组织 1.6万余人次参与活动，累
计帮助 312 名困难学子顺利完成学业，志愿服务时长
7300多小时，捐赠公益资金232万元。“在‘雷锋城’里，学
雷锋、做雷锋不算新鲜事，我会尽我所能帮助更多的人，
做一名志愿服务排头兵！”李德禄说。

一个人带出一个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