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组天地 1538期8 责任编辑：蒋菡

E－mail:grrbbztd@sina.com2021年 11月 30日 星期二

本报记者 蒋菡 本报通讯员 梁浩然

“感谢那位清华学子，让更多的人关注到

我们。我很感动，也为我们 T35 次感到骄

傲！”在电话里，余进对《工人日报》记者说。

前些天，一篇清华学子在“树洞”里的匿

名自白上了热搜。他特别感谢了这趟票价低

廉的 T35次列车。

T35次列车是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

公司合肥客运段担当的特快列车，已开行 43
年，票价 20多年不变。

这趟列车共有 3个乘务组，其中包含“明

星班组”——“三八”女子包乘组。中国妇女

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梁素珍、安徽省劳

动模范张德兰等都曾是这趟列车的列车长。

11月 17日，《工人日报》记者采访了“三八”女

子包乘组现任列车长余进。

“老实人”和“情”

11 月 17 日 18 时 20 分，余进带领乘务组

值乘 T36次列车，从合肥站开往北京站，抵达

时间是次日 5时 56分。

今年是余进入路的第 21 个年头。40 岁

的她出生于“铁路家庭”，父亲是铁路公安，母

亲在铁路医院。余进 2000 年从苏州铁路中

专毕业，专业是机车检修，本该去机务段，但

分到了客运段。

“本来觉得当乘务员挺好，能去那么多地

方，看那么多风景，所以充满了向往。可没想

到，干乘务特别辛苦。”她说。

他们要爬到上铺擦车厢天花板，还要钻

到下铺底下清扫。厕所那时候用的都是不锈

钢的直排式坐便器，得戴着手套把冲不掉的

污物处理掉，做到“物见本色”。到站后，枕头

和床单也要他们换。

“在家都没这么干过。小姑娘干这个活，

太辛苦了！”她说，很多人刚来的时候都累哭过。

虽然也觉得累、觉得苦，但余进坚持下来

了。从普通列车员到成为负责补票的服务台

人员，然后 2006 年参加了列车长考试。当时

有笔试和面试，她印象特别深的是“看起来跟

业务关系不太大”的面试。

面试的一个题是：你觉得做老实人对

吗？“当时我就说，肯定对啊，做老实人，就是

工作上要脚踏实地、认认真真。”

还有一个题是，考官念了首诗，其中有个

“情”字，问怎么结合工作理解“情”字。“当时我

说，‘情’有很多种，对我们乘务员来说，就是要

把旅客当亲人一样对待，用心提供服务。”

这次考试她通过了。2008 年，26 岁的余

进正式当上了列车长。而在此后的漫长时间

里，她用行动在一次次回答这两个问题。

变与不变

干铁路 21年，余进深切感受到：“铁路变

化挺快的，无论是工作环境还是职工收入。”

比如，车上装了空调，马桶用上了集便器，

清理起来省劲多了。而且实行库乘分离，车子

进库后，剩下的卫生工作都由保洁人员干。

但有两点没变：一个是票价，一个是“所

有的服务都是为了让旅客体验更好”。

2018 年，余进开始担任“三八”女子包乘

组的列车长。“这个班组是个品牌，我们要传

承的就是用心服务，不断提高旅客满意度。”

一般列车上每个铺只有一个枕头，但这

趟车多备了几个小枕头，给有需要的孩子

用。“这趟进京列车看病的比较多，经常遇到

病情严重的老人和孩子。”余进说。

夜里，列车员会换上布鞋巡视车厢，走路

比较轻，不影响旅客休息。

有一对盲人夫妻经常坐这趟车，女的视

力稍好，总搀扶着男的。“我们会多关注他们

有什么需求，也会聊几句家常。”余进说，有时

候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重要，他会感受到你

的关心，未必真的需要你做什么。

点点滴滴都与旅客体验息息相关。“服务

提升无止境，我们还会在遗失物品查找率、安

全指标、卫生指标等方面不断提升。”余进笑

着说，“别看现在有高铁，全程只要 3 个半小

时，但我们 T35有‘老粉丝’，因为夕发朝至不

耽误时间，而且票价低、服务好！”

T35 上老人多，农民工多。“你看我们车

上没有拿笔记本电脑工作的，吃泡面的挺

多。”余进说，“为什么高铁都开了，我们普速

列车并没有停？因为还有人需要我们，人民

铁路为人民嘛！”

发光发热

余进是“三八”女子包乘组的第 23 任列

车长。

“三八”女子包乘组成立于 1958 年，先后

获得过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全国巾帼文明

示范岗、全国青年文明号、全国巾帼建功示范

岗、安徽省文明列车等荣誉。

无论是主动迎接旅客、主动询问有无

要求、主动帮助解决困难、主动宣传旅行常

识、主动为重点旅客送水送饭的“五主动”

服务法，还是“做老人拐杖、盲人眼睛、病人

护士、孩子阿姨、旅客亲人”的承诺，或是说

好一句话、送好一杯水、供好一盒饭、用好

一把帚、办好一张票、执行好一套作业程序

的“六个一”工作法，都是“三八”女子包乘

组在不同阶段结合实际摸索总结的服务旅

客经验。

遇有旅客问询，她们和声细语；旅客需要

帮助，她们撸起袖子搬行李、抬担架、抱孩子，

统统不在话下。

63 载岁月里，“三八”女子包乘组共服务

旅客 5000 多万人，收到旅客来信、来电表扬

近 4万件，锦旗 1000余面。

一个甲子的岁月更替，担当区段在变，车

型在变，但“三八”女子包乘组“一心想着旅

客、一切为了旅客”的精神不变，让旅客出行

“顺心、称心、放心”的初心不变。

“你有过去高铁的想法吗？”记者问余进。

“有过。新鲜事物嘛，也想体验一下。但

只要这趟车还在，总得有人要跑。”余进说，

“我也舍不得离开我们班组，这么多年的传

承，有她的文化内涵、历史沉淀，只要用心服

务，在这里一样能发光发热。”

““别看有高铁别看有高铁，，我们我们TT3535还有还有‘‘老粉丝老粉丝’”’”

62866286次列车司机次列车司机
和村民的和村民的““默契默契””

韩勇 董治国 王燊

东北的清晨格外冷，寒风打在脸上有种清晰的痛感。火

车司机田晓军推开房门，寒风瞬间灌进了屋里。他捏紧了口

罩走下台阶，年轻的学习司机李浩瀚紧随在他的身后，向长汀

镇火车站站台走去。

11 月 24 日 5 时 10 分，外面还是一团漆黑的夜，站台上两

盏路灯发出微弱的白光。火车在站台上已经静静地停了一

夜，黑暗中甚至无法辨别它的轮廓，只有机车发动机发出的有

节奏的敲击声在夜空中回荡。

田晓军和李浩瀚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牡丹

江机务段运用一车间的火车司机，他们担当着牡丹江市往返

长汀镇的 6286/6287 次旅客列车牵引任务，这也是运行在这

条线路上的唯一一趟列车。

这趟列车只有 3 节硬座车厢，每天 16 时 40 分，从牡丹江

站开出，到达长汀镇后，在镇里的火车站停留一宿，第二天 6
时 30 分开车返回牡丹江。全程仅 74 公里，却要开两个多小

时，平均时速不超过 40 公里，是名副其实的“慢火车”。全程

票价 4元，最低票价仅为 1元。

在很长时间里，这趟火车是村民唯一的出行工具。即

便现在交通发达了，很多村民也买了私家车，但到了冬季，

大雪封山、公路关闭后，这趟火车依旧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交

通工具。

“由于冬季严寒，列车到达长汀镇后，内燃机车需要始终

保持启机状态，否则水箱和水管就会冻结。这样一晚上下来，

就要消耗掉价值 2000多元的燃油。”田晓军感慨地说,“虽然有

时一趟车的票款都收不上 2000元，但是我们开行这趟火车本

身也不是为了挣钱嘛。”

6 时 34 分，一声长鸣之后，列车准时从长汀镇火车站开

出，消失在渐渐发白的晨雾中。列车沿途停靠 5个车站和 6个

乘降所。乘降所没有站牌、没有站台，也没有铁路工作人员和

候车室。

多年来，田晓军已经和当地的村民形成了一种默契。火

车临近乘降所时，会远远地鸣笛三声。想要乘车的村民听到

鸣笛后，掐准时间从家里或者从线路两侧的乡亲家里出来。

这样既不用早早地在外挨冻等候，也不用担心错过列车。

火车进入村庄后，田晓军就尽量不再鸣笛了，而是通过控

制车速和加强瞭望来保证安全，以免鸣笛声惊到老人和孩子。

冬天雪大，他会把车厢门对准人们踩出来的小道上，不让

旅客踩着积雪上车。

50岁的田晓军在这条线上已经跑了 15年，他熟悉这条铁

道线穿过的每一座桥梁、每一个村庄和每一处道口。他会给

年轻的李浩瀚介绍：哪处沿线村民家有小孩、有小狗会跑出

来；哪个地点有放牛的、有放羊的，要盯着点；哪家有老人总坐

车，要注意多看一下；哪个地点曾经发生过水害、雪害和山体

滑坡，要提前减速；哪个曲线过后是危险地点，要加强鸣笛；哪

个道口经常有人和车辆通过，要注意瞭望……

列车穿过白雪皑皑的群山缓缓前行，像一串音符在白山

黑水间流动，响亮的笛声仿佛在呼唤着幸福的到来。

刘燕勇

11 月 24 日 8 时，赵新华拿到班组一日作

业计划后，像往常一样，提前到“大同-岢

岚”车体上检查一遍上部设施质量。从他担

任队长开始，这个习惯已经保持了 17 年。

59 岁的赵新华是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

有限公司太原车辆段大同运用车间综合维

修组的工长。1981 年刚参加工作时，他怎么

也没想到，自己的人生将会和一列“慢火车”

紧紧地交织在一起。

从大同到岢岚的 8823/8833 次列车，全

程 261 公里，运行 5 小时 15 分钟，平均时速

每小时 50 公里，票价 17 元。1987 年这趟列

车开通的时候，赵新华是首批乘务员。

说起当年值乘“大同-岢岚”列车的情

景时，赵新华如数家珍，脸上始终洋溢着幸

福的笑容。“岢岚是个山沟沟。那年头交通

不像现在这么发达，人们出门都坐这趟车。

逢年过节，大筐子小篮子，带的都是鸡蛋、土

豆、粉皮之类的土特产。”

当时车厢里的设施大多是木质结构，旅

客带的东西又多，每次值乘都有不少桌椅、

车窗出现松动。赵新华巡视车厢的时候，总

爱抓把螺丝揣兜里，看到哪儿松了，就随手

拧上几个螺丝固定。从那时候，赵新华就落

下个“毛病”，工作服口袋里总爱装把螺丝。

2004 年，赵新华当上乘务队长。这趟

“慢火车”的车体也升级为新型的“25B 型”

车体，车内设施由原来的木质结构变为金属

结构，更加坚固耐用了。但一个新的难题摆

在了赵新华面前，铁制车窗不如之前的木制

车窗保温。

岢岚地区气候寒冷，全年无霜期仅有

110 天。为了给旅客营造一个温暖舒适的

车厢环境，赵新华反复琢磨，终于想出了一

个改进方案。他带领乘务员给车窗四周粘

上毛毡，利用毛毡密封、耐磨、保温的特性，

大幅提高了车窗保温性能。

2012 年，由于赵新华绿皮车工作经验丰

富，被调到综合维修组担任工长，主要负责

包括“大同-岢岚”在内的 5 个车次“慢火车”

的上部设备整修工作。

修锅炉、换水管、整防寒，赵新华带领班

组职工日复一日奋战在“慢火车”的整修一

线上，针对“慢火车”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燃

煤锅炉、烟囱帽、水箱等 5 项设备改进方案，

提高了列车的安全性和舒适性。

随着铁路的飞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其他 4 个车次“慢火车”已经相继升

级为空调列车。8823/8833 次列车成为大同

运用车间管辖范围内的唯一一列“慢火车”。

2019 年，岢岚革命老区成功脱贫，甩掉

了“贫困县”的帽子。这个消息让赵新华感

到欣慰。

从“ 慢 火 车 ”的 值 乘 、运 用 到 整 修 ，即

将 退 休 的 赵 新 华 已 经 默 默 守 护 了 这 列 车

34 年。

“我就像个羊倌，只不过我养的不是羊，

是一截截车体。”赵新华笑着说，“一开始是

放羊，把羊平平安安地带出去，再平平安安

地带回来。现在是养羊，把羊一个个养得膘

肥体壮。”

守 护守 护 88238823 次 列 车 的次 列 车 的““ 羊 倌羊 倌 ””
“一开始是放羊，把羊平平安安地带出去，再平平安安地带回来。现在是养羊，把羊一个个养得膘肥体壮”

“你们知道 T35吗？我很感谢这趟列车，它至今都在，这是唯一一趟从安徽

到北京，依然有硬座的列车……它的硬座票价是 140元，卧铺和动车组硬座一个

价，是 280元，高铁是 560元。我每次都是用学生票，70元钱，坐一宿回家。”

前些天，一篇清华学子在“树洞”里的匿名自白上了热搜。他家境贫寒，读大

学时每月只花 400 元，但从研一开始，每学期资助 4 名家乡希望小学的孩子读

书。在自白的开头，他特别提到了 T35次列车。

不止 T35。据统计，全国铁路还有 81对公益性“慢火车”，多年不调价，每年

运送沿线群众达 2200万人次。

时代的车轮飞速运转，但总有人还需要一趟“慢火车”。 ——编者按

郭修山

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 7053 次

列车在辛泰铁路线上已运行了 47 年，票价

最低 1 元，这辆绿皮车是中部山区连接城市

的纽带。全程行驶 182 公里，穿过 22 条隧

道，停靠 17 个车站，时长 5 小时 49 分，平均

时速 32 公里，运行速度仅为高速动车组的

八分之一。

11 月 25 日 8 时 40 分，一列只有 4 节车厢

的 7053 次“慢火车”驮着晨曦驶过源迁站，

30 岁的线路工徐锋按照作业计划上线维修

作业。

由淄博工务段源迁线路车间管辖的口头

隧道，全长 1223 米，是管内最长的一条隧

道。为确保 7053 次列车的运行安全，源迁线

路工区的职工每天都要对隧道内的线路进行

全面检查，像啄木鸟给大树除病害一样，找出

螺丝松动、石砟泛白、钢轨高低不良等病害，

纳入问题库及时整修。

徐锋的家在莱芜，从源迁到莱芜需要一

个半小时，他坐了 8 年 7053 次跑通勤。8 年

间，他在列车上遇到过病人因及时就医而重

获健康的喜悦，也遇到过村民带着滞销农产

品搭上火车后被抢购一空的兴奋。

“慢火车”的被需要，让徐锋更坚定了为

它站好岗的决心。

隧道里除了脚步声，就是排水渠里的流

水声。徐锋借助头灯的光亮，三步一弯腰，十

步一伏地，给铁道线进行全面“体检”。他不

停地用道尺测量线路数据，通过数据变化来

判别病害的轻重缓急。

“大雪封山后，7053 次列车是当地人外

出唯一的交通工具，任何一点小问题都不

能忽视。”黑暗、悠长的隧道中，徐锋“嚓、

嚓”的脚步声在耳边回荡。

他和工友们整治完一处病害，又开始了

一米不漏、一处不留的钢轨全面“体检”。有

个螺丝松动了，徐锋立刻用内燃扳手复紧。

“钢轨上的螺丝一旦松动，线路几何尺寸会

发生变化，线路出了问题，行车安全就没了

保证，所以必须立即复紧。”

一趟“慢火车”，带着山里人走出去，载着

城里人进山来，有一群人一直默默为它忙碌。

我为我为 70537053 次列车次列车““站岗站岗””

徐锋在隧道口检查线路高低。 左融亮 摄

“慢火车”的被需要，让徐锋更坚定了为它站好岗的决心

62866286次列车停在一处乘降所次列车停在一处乘降所，，这里没有站台这里没有站台。。韩勇韩勇 摄摄

确认所有旅客乘降完毕确认所有旅客乘降完毕，，田晓军才会启动列车田晓军才会启动列车。。韩勇摄韩勇摄

只有3节车厢的8171次列车往返于山西太原和沁县之间，运行的200公里区段内有22个车站，平均不到10
分钟便停靠一站，架起了偏远地区与外界的桥梁。 张晋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