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杰从事单轨道岔检修近 20年，与星光相伴守护列车安全行驶——

山城“夜行人”
本报记者 李国

2022 年 12 月 26 日凌晨 1 点，随着最后

一班列车进入车场，山城重庆从忙碌的喧嚣

中渐入寂静。这也意味着，张杰和工友们这

群“夜行人”要开始忙碌了。

穿楼而过、跨江而行……轨道交通的

“上天入地”离不开一个特殊装置——道岔。

由于道岔是无替换设备，一旦出现故障

就会导致列车停运。因此，每天都要对道岔

进行“健康体检”，重庆轨道集团运营三公司

工务维保部副经理张杰就是这些道岔的专

属“医生”。

凌晨 1 点~4 点的 3 个小时，是留给张杰

和工友们的“天窗”作业时间。他们要用深

夜的疲惫，守护列车一天的安全运行。

验电接地、切断道岔驱动电源、拆卸防

尘罩……每完成一个作业项目，张杰就会在

工单对应的位置打上标记。

从事道岔检修近 20 年，这样昼伏夜出

的工作节奏张杰早已习惯。多年来，他先后

主持单轨道岔技改创新项目近 30 项，节约

成本超 2000 万元，获 7 项实用新型专利，并

在不久前获得第十六届中华技能大奖。

30多本笔记“炼”成“活字典”

嗒、嗒、嗒……凌晨 1点 30分，重庆轨道

交通 3号线道岔梁上，机械养护作业的声音

此起彼伏。此时，张杰的身旁摆放着一个重

约 10公斤的工具包、一本笔记本和一支笔。

“列车每日运行，发现小问题要及时解决，

不要拖成大问题。”张杰一边叮嘱身边的年轻

同事，一边用随身携带的点检锤，敲打了一下

轨道梁之间的接缝板，一声清脆的回响传来。

“声音清脆，表示轨道梁间结合紧密，如

果回声低沉，就说明轨道梁之间的螺丝可能

有了空隙或者松动，需要检查确认问题所

在。”张杰说。

这些检修“秘籍”都“藏”在张杰的 30多

本笔记里。

2004 年，张杰进入重庆轨道集团，从事

单轨道岔检修维护和技术革新工作。此前，

他已经在重庆一家机电厂干了 13年机械设

备维修。

当时，国内第一条跨座式单轨线路——

重庆轨道交通 2 号线刚刚开通试运营。跨

座式单轨交通技术和设备大都从国外引进，

车辆、轨道梁、道岔等核心技术也都遵循国

外标准和规范。面对技术壁垒，张杰和同事

们的心里有了明确目标：掌握核心技术，早

日让单轨道岔实现中国造、重庆造。

在道岔专家带领下，张杰和同事们把“家”

搬到了工作室：他们买来专业书籍，白天自学

技术资料，在现场进行测量、比对、绘图；晚上

讨论技术问题，记录读书笔记和学习心得。

也是从那时起，无论走到哪里，张杰总

是随身带着笔记本，遇到不懂的技术知识、

总结出来的独家“秘籍”都会马上记下来。

十几年下来，这些笔记本摞起来有厚厚一

摞，记录的资料数据超过数十万字。因为对

道岔的上千个标准数据了如指掌，张杰也被

同事们称为道岔“活字典”。

2012 年，张杰通过观察、测试，发现道

岔推杆故障大多因刹车垫片磨损导致。经

过 200多万次试验，耗时 1年多，张杰团队成

功将道岔锁定装置使用寿命延长了 3~6年，

节约了数百万元设备采购资金。

眼睛就是尺子

凌晨 2点，张杰和工友们已经在线路上

忙碌了近 1个小时。

只见张杰打开探照灯，保持半蹲姿势，

屏住呼吸，以便找到最佳状态。很快，仅靠

目测他便得出结论，“两个接缝板之间的高

差没有超过 2毫米，符合标准。”

同行的工友用游标卡尺一番测量后，

果然没问题，于是调侃道：“你的眼睛就是

尺子啊。”

这个好眼力是张杰在日复一日的积累

中练成的。

此前，重庆轨道交通线路上的进口装置

设备到达一定使用年限后，各种小毛病频

出。为降低维修成本，把技术掌握在自己手

中，张杰和团队通过对检修中的问题进行归

纳总结，一步一步攻克了技术难题。

那段时间，他白天，跟随专家现场学习，深

夜，奔波在轨道线路上检修设备。经过连续数

月的高强度学习和工作，张杰带领同事们编制

出了国内第一本单轨道岔维护手册，不仅为单

轨道岔维护维修作业建立了“标准”，更为单轨

道岔国产化奠定了基础。到 2016年，重庆单

轨道岔设备已实现90%国产化。

近年来，张杰带领团队相继完成轨道交

通 2号线关节型道岔指形板技改、宝桥三开

道岔锁定装置技改、船舶单开道岔锁定装置

制动系统整改等多项技改及科研任务。

他们最新研制的信号继电器快速检测

仪，能一次性快速自动检测继电器所有触

点，将工作效率提升 8 倍以上，且体积小巧

便携，成为日常检修作业中的“神器”。

守护列车安全运行

接近凌晨 4 点，城市在薄雾中露出微

光，张杰和工友们终于在首班列车出站前处

理完了所有事项。这群“夜行人”带着一身

疲惫离开工作现场。

张杰告诉记者，经过 10余年的努力，重

庆轨道集团已经打破了国外对道岔设备的长

期垄断，完成了从标准到研发、运营的全链条

国产化，并在重庆建成了国内首个单轨交通

科技示范工程及单轨交通装备产业基地。

与重庆轨道交通事业的发展共成长，张

杰也收获了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

动模范、第十四届全国技术能手等荣誉，成

为在山城小有名气的“技能明星”。

2012 年，张杰技能大师工作室挂牌成

立。在这间工作室里，张杰积极发挥“传帮

带”作用，将自己笔记里的“秘籍”传授给同事。

“杰哥对工作极其认真，对细节问题严

格把控，遇事冷静，有很强的判断能力，他

分享的经验和培训让我受益终生。”重庆轨

道集团运营三公司单轨道岔综合维修一组

组长、张杰技能大师工作室成员余建平深

有感触。

目前，张杰劳模工作室累计开展培训

110 多期，直接培训 2000 人次，培养高技术

人才 20 多名，整个单轨道岔专业高技术人

才比例大幅提升。

每天的早高峰和晚高峰，车厢里都挤

满了人。张杰说，想到自己在守护列车安

全运行的同时，也是在守护城市追梦人的

梦想，就觉得心里很踏实，很有成就感。

早上 6 点 30 分，3 号线首班列车载着追

梦的山城人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列车飞驰而

过，变成一个亮点消失在远方……

凌晨，张杰在进行单轨道岔钢梁连接
部位检查。 本报记者 李国 摄

赵春青赵春青 绘绘

特种车辆驾驶员的“战靴”

本报记者 邢生祥 本报通讯员 焦玉娟 孙晓雨

“你瞅瞅，这双鞋都破成啥样了，还不舍得扔？”妻子对张

明灿埋怨道。

这不是妻子第一次劝他换掉这双鞋了。去年秋天，妻子

来柴达木盆地花土沟生产基地看他，见他脚上的这双工鞋已

经掉了皮、脱了色，走起路来鞋面上满是褶皱，就劝过他，但他

舍不得。

张明灿是青海油田井下作业公司压裂大队的特种车辆驾

驶员。最近，他一直在涩北气田执行压裂任务，110 天里，他

驾车行驶了上万公里。结束任务回到花土沟基地，他脚上的

旧工鞋又裂了两道口子。

张明灿和他的宝贝“战靴”的故事，得从 10年前说起。

2012 年，张明灿刚刚走上特种车辆驾驶员岗位。单位配

发劳保用品时，他第一次见到了这双工鞋。这是一双驾驶员

专用工鞋，牛皮材质，鞋型细长、轻便，他对这双鞋爱不释手。

10年来，他执行压裂施工任务上千次，行程数十万公里。这

双工鞋陪着他一次次穿越高原千里戈壁，翻越山峦沟壑，成了他

驾车途中最靠谱的伙伴。特别是行驶在“搓板路”、浮土路上，他

必定要穿着这双工鞋，“穿上它，安全系数高，心里才踏实。”

每趟出车回来，走进宿舍，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下这双

“战靴”，拿起擦鞋布，仔仔细细地擦拭，再端端正正放回鞋架

的最里面。

有时，这双“战靴”也是他在危险路上的“生死之交”。

那是张明灿第一年驾驶压裂车执行任务时，车子驶进狮

子沟，眼前窄窄的山路只能容下一辆大车通过，一座座陡坡成

30 度以上倾角。他倒吸一口凉气，脚下半点不敢松懈。事

后，他庆幸：“还好，穿了这双合脚的工鞋。”

有一回，张明灿紧紧握住压裂车的方向盘，重达几十吨的

车子像巨兽一样小心翼翼地在狮子沟的下山路上缓慢行驶。

突然，前方道路收紧，坡度变得更陡，偏偏这时，刮来一阵黄

沙，卷起路上的浮土，前方视野变得模糊。

“我的心紧张得快要跳到嗓子眼了，我告诉自己，必须冷静

下来。”张明灿立即抬脚，踩刹车，挂低速挡，降车速……那一

刻，那双工鞋就像长在脚上一样，特别听使唤。终于，车子顺利

通过了那段陡坡。从那以后，他更加小心地爱护这双工鞋。

对他和他的“战靴”来说，最大的荣耀在于，10 年来行驶

在路上从没发生过事故。如今，历经“沧桑”的“战靴”不得不

光荣“退休”了。张明灿拿出一个崭新的手提袋，小心地把它

们收起来，也珍藏起了一份特别的回忆。

以车为家的探伤“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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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景双善

在牧民眼里，方先珍是“情系农牧区的

河南大夫”，在牧场，牧民们说：“看见方大

夫，心里就有了底。”

方先珍是河南省第十批援疆干部，也是

河南省特殊津贴获得者。现任新疆哈密市

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农业技术推

广研究员。

“想干点事”的她为当地养殖业问诊把

脉，为牧民群众增收出谋划策，用科技助力

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在方先珍和

受援单位同事的共同努力下，共填补 3 项技

术空白、完成 4 个科研项目、申报 5 项国家专

利、制定 7个地方标准。

鸡苗的“代理妈妈”

方先珍就职的河南省动物疫病预防控

制中心是哈密的对口援疆单位，此前她曾通

过电话对当地养殖企业业务指导，和一些哈

密同行成了未谋面的朋友。2020年 4月，“想

锻炼自己，也想看看大美新疆”的方先珍，主

动报名援疆，成了哈密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

中心的一位援疆干部。

新疆大而美，不过，朋友圈里上演的“大美

新疆”，于方先珍而言，依旧是别处的风景——

入疆两年多，她除了因开会去过乌鲁木齐，几

乎没离开过哈密。

为啥？忙！7 月，新疆游人如织，方先珍

正在哈密走乡串户——她要了解年初发放

给养殖户的那批绿壳蛋鸡长势如何。

3500 只绿壳蛋鸡是方先珍牵线搭桥，由

河南省农科院捐赠的。这种鸡抗病性强，鸡

蛋营养价值高。2021年 10月，鸡苗送到了哈

密，当时哈密已经下雪，气温降到了零摄氏

度以下。鸡苗怕冷，养殖户没经验，方先珍

和同事临时做起了鸡苗的“代理妈妈”。

2022年 2月，鸡苗长成了成鸡，并开始产

蛋，方先珍和同事陆续向养殖户发放。“各家

对养殖技术的掌握程度不一，饲养过程要手

把手地教。”那段时间，她没少往养殖户家跑。

“每户发放 30 只成鸡，一天能产 20 多枚

鸡蛋，每枚鸡蛋以 1.5 元回收，月增收近千

元。”在方先珍和同事努力下，养鸡成了当地

百姓的致富项目。

走遍哈密牧区

初次踏上新疆，方先珍有点失落。到哈

密时正是春天，河南早已花红柳绿，哈密却

仍旧满目荒凉。从机场到哈密市区的路上，

不时可见戈壁荒漠，让人生出一种“杳无人

烟”的寂寞感。

生活上的苦不足为虑，工作上的难才是

真正挑战。新疆的畜牧业以开放式放牧为

主，管理粗放，牧民对疫病防控知识了解不

多，再加上语言障碍，需要反复指导培训。

方先珍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承包到户，由

工作人员盯着定期检查。

牲畜疫病防控需要定期采样，但哈密的

猪舍都是老房子改造的，没有监控，养殖户

也不会采样，工作人员只好自己猫着腰钻猪

圈。除了采猪的样品，猪的吃喝拉撒都要纳

入监测范围。采的点越多，风险排除得越全

面，每次采样，方先珍身上的猪粪味两三天

都散不掉。

“采样脏臭不说，还要在猪群中左奔右

突，如此‘惊险’，怎么做到的？”记者问。方先

珍淡淡一笑：“这很正常，干的就是这个活。”

为加强哈密市动物疫病防控工作，方先

珍钻牛羊圈、进鸡舍，走遍了哈密市的各个

牧区。

为动物疫病防控系统添“智”

每年春天是羊羔出生的高峰期，为确保

成活率，方先珍走乡串户，一个一个羊圈挨

着看。

现场问题要解决，基础建设也要完善。

方先珍发现，哈密的动物病理和寄生虫

检验存在缺项，在以放牧为主的养殖模式下，

环境不可控，动物更容易感染寄生虫等疾病，

因此必须补齐短板。于是，她一边着手建设

实验室，一边安排人员到河南培训。实验室

建立完善后，为动物疫病防控临床诊断提供

了信息参考。

在哈密，一年的动物疫病监测数量将近

10万项次，出具检测报告 2000多份。之前报

告都是人工输入，分析归纳数据后，还要撰写

报告，工作量巨大。方先珍带领团队建立了

一套信息自动化系统，实现了样品采集、检测

流程、监测信息、数据智慧预警等功能，检测

结束后可自动生成检测报告，还能对检测数

据进行分析，对疫病进行预判和预警。这套

“智慧疫控”系统也让哈密走在了全疆动物疫

病防控工作的前列。

在援疆干部中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不

到新疆不知新疆有多大，不援疆不知家国情

怀有多深。方先珍深以为然，对她来说，这是

一段弥足珍贵的经历。至于大美新疆，她打

算等援疆结束再好好畅游，“眼下最重要的还

是把手头的工作干好。”

援 疆 农 技 员 方 先 珍 为 当 地 养 殖 业 问 诊 把 脉 ，用 科 技 赋 能 动 物 疫 病 防 控 ，在 牧 民 心 中 ——

“看见方大夫，心里就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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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裴龙翔 本报通讯员 宇汝军

近日零时 10 分，57959 次钢轨探伤车飞驰在京港高铁阜

阳西至合肥线路上，探伤车检测室内灯火通明，电脑显示屏荧

光闪闪。徐蔡鹗和同行的探伤工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显示屏，

通过波形图研判钢轨伤损情况。

春运期间，列车开行密度大，钢轨经过长期、频繁的动荷

载碾压可能出现裂纹、不规则磨耗等损伤，需要及时对钢轨进

行探伤检测，确保钢轨“健康”。

29岁的徐蔡鹗，是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大

机运用检修段钢轨探伤车间技术员。当天，他们的任务是，利

用钢轨探伤车，对阜阳西至肥东站间 240 公里的高铁钢轨进

行春运安全“体检”。

车外的夜色仿佛无边的浓墨涂抹在天空，探伤车检测室

内，每分钟 250 帧的波形图从检测人员眼前不停划过。“检测

途中，我们需要盯控一闪而过的波形图，还要及时调整探轮位

置，对可疑伤损信息进行标记汇报。”徐蔡鹗说，如有明显的伤

损图形，要第一时间联系兄弟单位工务段进行现场复核确认，

确保不错判、漏判故障点。

1时 40分，57959次钢轨探伤车通过凤台南站。“你看这个

B型图，这里有几个红色的 45度栅格，说明这里可能存在疑似

伤损或蛇形磨耗。”徐蔡鹗对身边的监控人员说。

徐蔡鹗告诉记者，钢轨探伤车具有自动探测、实时数据反

馈和伤损提示等功能，又被称为探伤“机器人”，这台最高检测

速度能达到时速 80公里的“机器人”，探伤效率是人工小车的

30倍，且不受恶劣天气影响。

3时 22分，探伤车抵达沪蓉线肥东站。这期间，徐蔡鹗和

同事共观看近 4.8万帧波形图，发现两处疑似伤损。

由于探伤工需要随车流动，一个作业周期完成后才能回

家，因此 7名工友吃住和工作都在同一辆车上，一待就是十几

天。工长黄华风趣地说：“探伤车就是我们流动的家。”

“每年春运都是我们最忙的时候，有好几年的年夜饭都是

在车上吃的。”徐蔡鹗告诉记者，今年春运，7台探伤“机器人”

全员出动，每天夜间利用高铁停运间隙的“天窗点”对长三角

铁路线进行探伤检测，计划完成 23351公里的钢轨检测任务。

中国最北夫妻警务室温暖一方

1 月 8 日，史先强和妻子沈欣在洛古
河夫妻警务室前敬礼。

洛古河村位于“中国北极”黑龙江省漠
河市北部90多公里处，中国“最北”夫妻警
务室——大兴安岭边境管理支队北极边境
派出所洛古河夫妻警务室就坐落在这里。

2020年 7月，史先强和辅警沈欣夫妻
从第一任警务室夫妻手中接过这个“小
家”，成为洛古河村的“第72户”村民。

洛古河村冬季长达近8个月，最低气温
零下40多摄氏度，村子里的很多生活物资
需要靠单位定期补给。夫妻两人战胜严寒
与孤独，坚守在这里。除了日常巡逻边境、
入户走访，夫妻俩帮着各家忙活柴米油盐
事，让村民们感受着极寒里的温暖与安心。

沈欣说：“祖国是‘大家’，边境是‘大
事’，我们是‘小家’，‘大家’安宁了，才有我
们‘小家’的幸福。”

新华社记者 张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