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 4日晚，夜空中挂着一轮圆月。
23:00，广西柳南城际高铁当天最

后一列动车 D8225 沿着来宾市凤凰镇
飞驰而过，万家灯火渐熄，只有寒风还
不知疲倦地吹着。

5 日凌晨 1:20，凤凰村柳南客专
K50+200 米处，两个黄色的人影在 6
米高的接触网设备上忙碌，帽子上的头
灯就像两颗明星在空中闪耀。

他们是柳州供电段来宾北接触网工
区的接触网工，是铁路的“蜘蛛侠”。

随着广西铁路由内燃时代进入电力
时代，接触网工这个工种应运而生。

“咔咔，咔咔⋯⋯”
在空中“走钢丝”的人是南宁铁路

局柳州供电段接触网工缪应娇。他手中
的钳子与固定架发出均匀而有规律的碰
撞声，由于接触网检修工作要求规范精
准，即便是拧一颗螺丝要用多大的力气
都是设定的。

借着头灯，缪应娇快速扫过腕臂上
的固定装置。紧固螺帽，检查开口销
⋯⋯一旦发现有螺帽力矩不够或开口销
角度不够等，他都要立刻按照标准进行
整改。

虽然名字很“娇柔”，但缪应娇在
生活中是一个地道的“纯爷们”，175厘
米的个头，浓眉大眼，这让许多听到他
名字的人都跌破眼镜。

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缪应娇在工
作上一点也不娇气，大学毕业不到 3
年、年仅 24 岁的他，如今是单位数一
数二的技术“达人”和故障“克星”，
是柳州供电段最年轻的工长。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每天熟练穿梭
在 6 米高的接触网上的他，竟然有过恐
高症。

“刚开始‘上网’，腿抖得厉害，几
乎想辞掉这份工作。”缪应娇说，“我们
将安全交给一根双钩安全带，而旅客却
把安全交给了我们手中的接触线，这么
一想，胆子就大了。”

缪应娇说，每个腕臂上有 60 颗螺
帽，8 个开口销，每次“上网”，他们都
要一一检查，因为对于时速超过 200 公
里的高铁来说，任何一颗螺帽的松落，
都可能带来难以估量的后果。

2013 年广西开通高铁前，柳州供
电段管辖内电气化铁路总里程为 306 公
里，现在仅来宾北网工区管辖内电气化
铁路就达到 304 公里，网工的任务加重
了很多。

4 日晚，他们要完成进德 I 场至来宾
北站间 23 公里接触网设备的检修任务，
这意味着要爬上爬下400多次。

绵延千里的接触网，一切参数都要
精确到毫米，只要有一处断电，就将会导
致几十公里的铁路电线全部瘫痪。

5日凌晨 2点，缪应娇迅速爬上 6米
高的作业平台，站在作业平台上，立刻
感到了不一样的温度和风速，穿得再
多，冷风还是能找到空隙钻进身体。但
腕臂上作业的网工，因为要爬上爬下，
穿着都很单薄。

“干一会活就不冷了，再说，穿多
了动作也不利索。”缪应娇一说话，呼
出来的气便成了白雾。

由于作业前，他们要对接触网进行
放电、验电作业，准备工作会耗费一定

的时间，其实留给他们“上网”的时间
并 不 充 裕 。 对 他 们 来 说 ， 速 度 就 是
一切。

踏上腕臂水平定位管，必须保持约
30度水平摆幅的定位管使缪应娇的身体
瞬间失衡。只见缪应娇娴熟而镇定地抓
住腕臂，很快又重新站稳。两年的接触
网工生活，他早已习惯在这 30 度水平
摆动、6 米垂直高度的平面上完成整套
标准作业。

时间也不知不觉在这“咔咔”声中
指向了凌晨 4 点。接触网上起了一层雾
水，而缪应娇的额头上却开始冒汗珠，
他已经在网上持续作业 2个多小时。

“冬天有露水，容易打滑。加上穿得
多，行动要慢些。”脚下步步如履薄冰，
手中又系着“安全线”，想到这里，缪
应娇不敢有半点的松懈。

柳南客运专线是广西行车密度最高
的高铁线，每天南来北往的动车达到 75
对。

高铁白天跑车、夜间检修，接触网维

修又必须得封锁线路，为不影响行车，他
们的干活时间只能是见缝插针。

这天是春运的第一天，缪应娇和同
事们知道，自己手中的接触线又系上了
更多旅客的安全。为此，他们要付出更
多的通宵达旦。

清晨 6：30，东方天际露出一丝霞
光，柳南高铁的第一趟 D8247 列车飞驰
而过，缪应娇和同事们熄灭了头灯，车
上的旅客或许不会知道，此处，他们头
顶的供电线上，曾彻夜闪烁着两颗最亮
的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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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凌晨 3 点，温度将近冰点，缪应娇呼出来的气变成

了白雾。 彭婉云摄

出现在 《经济日报》 记者面前的，
是一位自称“不成功的创业家”的“湖
南好人”廖群洪。这位年过半百、血气
方刚的男人，30 多年来胸怀理想、热心
公益、乐于助人，虽然他在财富上并未
取得令人炫目的成就，但是仍然支持青
年创业，时刻向社会传递着正能量。

故事，从一篇“微文”开始

2014 年 9 月 21 日，知名财经专栏作
家吴晓波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发表了一
篇文章 《只有廖厂长例外》。

“⋯⋯只记得他姓廖，是湖南娄底的
一位厂长。那是 1989 年的春天，我还在
上海的一所大学里就读。到了三年级下
半学期毕业实习时，我们 4 个新闻系的同
学萌动了去中国南部看看的念头，于是
组成了一支‘上海大学生南疆考察队’，
联络地方，收集资料，最要紧的自然是考
察经费的落实。但到了临行前一个月，
经费还差很大一块，我们一筹莫展。一
日，我们意外收到一份来自湖南娄底的
快件。一位当地企业的厂长来信说，他
偶尔在上海《青年报》上看到我们这些大
学 生 要 考 察 的 计 划 及 窘 境 ，愿 意 出 资
7000元赞助我们成行。”

“南行路上，我们特意去了娄底，
拜访这位姓廖的好心厂长。⋯⋯廖厂长
经营的是一家只有 20 来个工人的私营
小厂，生产一种工业照明灯的配件，这
家厂每年的利润大概也就是几万元，但
他居然肯拿出 7000 元赞助几位素昧平
生的上海大学生。我们原以为他会提出
什么要求，他只是说，如果你们的南疆
考察报告写出来，希望能寄一份给我。”

文章发出后，湖南日报最先开始了
大 范 围 的 “ 寻 找 廖 厂 长 ”， 引 发 了

“ 寻 找 廖 厂 长 ， 寻 找 理 想 ” 的 讨 论 ，
也因此有了两位“理想主义者”25 年后
的重逢。

在采访中，记者见到了那张用正楷

工 整 填 写 的 “ 中 国 人 民 邮 政 汇 款 通
知”，“附言”栏内“致理想，致青春”
几个大字，透出青春的锐气和理想的
光芒。

“廖厂长”的故事

廖厂长名叫廖群洪，1962 年出生，
湖南娄底人，大学毕业后一直辗转在湖
南、江苏、广东等地创业，现兼任长沙
市涟源商会副会长。

采访中，熟悉他的人说他是个“具
有浪漫主义情怀、理想主义性格的侠义
之士”。和他聊天，“信仰、理想、精
神”是这位瘦高寡言汉子的高频词汇。

“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应
该是站在人类文明的最前沿，为中华民
族 的 崛 起 和 中 华 文 明 的 复 兴 不 断 探
索。”这也就解释了廖厂长愿意赞助年
轻人的初衷：“有理想、有追求、有信
仰，正是我们新时代大学生的精神风
貌。当时已经工作的我也很想去看看中
国的现状，但苦于条件限制未能成行。
从报纸上得知有一批年轻人有这样的想
法，我手上又有点现钱，大家共同完成
一件事情，这就是志同道合。”廖群洪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是激情迸发。

在涟源采访，他的朋友找出一张廖
厂长年轻时的照片，“他是中南矿冶的
高材生，本来就是一个文化人。”这位
朋友还无意中说出了一个细节：廖厂长
当时每月工资是 200 元，当听说他拿出
7000 元资助几个从未谋面的上海大学
生，两位好朋友很不理解，甚至辞职离
开了他。

也就在这一年秋季，廖厂长的生意
陷入低谷，并欠下 30 万元的债务。此
后，廖群洪多次创业，干过液化气站、
经营过房地产、开过网络公司，还曾经
把一个著名商业品牌引入到长沙商圈。
直到 2014 年 9 月，廖厂长来到湖南桃
源和朋友一起创办万吨油茶基地，希望

带动一批年轻人再创业，在武陵山集中
连片山区探索出一种集约化、规模化、
工业化的农业发展新思路。

“我来自农村，创造绿色财富是我
的梦想，如今虽已年过半百，但还在为
这个理想奋斗！”面对同龄的记者，廖
厂长站起来，用有力的双臂给了记者一
个紧紧的拥抱。

共同的梦想

2014 年 10 月 24 日 ， 廖 群 洪 和 吴
晓波在一间湘菜小店重逢。廖群洪简
单地向“老友”诉说过往 25 年的创业
故 事 ， 并 商 量 成 立 一 只 青 年 创 业 公
益金。

当听到吴晓波愿意给基金捐赠 100
万元时。廖群洪连忙称赞“真是不谋

而 合 ！ 我 跟 涟 源 商 会 的 朋 友 们 商 量
了，也打算拿出 100 万元，在湖南设
立一只青年创业公益金，那就让我们
一起为青年创业做点事”。25 年前那个
有理想、有激情的廖厂长，其实一直
在那里。

创业公益金的创建，也得到了湖南日
报报业集团的回应，报社作为共同发起
人，也给公益金资助金额100万元。

2014 年的最后一天，创业公益金的
章程和运行方案完成并启动，当天就有
数十人报名“创业”。这一天，吴晓波写
下这样一段话：“在 2014 年，能够重新
遇到廖厂长，是我生命中特别重要的一
件事，它让我能够重温 25 年前的那份感
动。今天，更要感谢廖厂长，在 2014年
的最后一天，送给了我们最后一件美好
的事情。”

有梦的男儿走得远
本报记者 刘 麟

是什么让“一个不成功的创业家”

成了名人？是什么让大家认识了一位

25 年来默默无闻的“湖南好人”？是穿

越 了 25 年 的 理 想 的 呼 唤 ， 是 “ 中 国

梦”给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定位。

25 年 里 ， 几 乎 没 有 人 知 道 当 年

“廖厂长”为什么要成就 4 位千里之外

的陌生人的梦想；25 年后，到底又有

多少人能读懂梦想成真的吴晓波苦苦

寻找、苦苦呼唤“廖厂长”的真正含

义？

时代需要梦想，成就梦想更需要

激情。当今中国正处于改革时代，没有

理由不坚守内心深处的那份应有的责

任，没有理由不对这个伟大的时代有激

情澎湃的理想。“廖厂长”的故事之所

以能触动人们内心深处最敏感的地方，

正是年轻人的理想在重新激荡。

一代又一代人的理想追求，是中华

传统文化山高水长的传承，是中华民族

生生不息的动力。如今，我们生活在一

个敢做梦、会做梦、能圆梦的时代，梦

想变成现实的愿景，已越来越清晰地进

入每个人心里。个人的梦想与国家、民

族的梦想的契合、重叠，成就着我们伟

大的理想。命运，让我们生逢一个伟大

的时代，伟大的时代呼唤更多的“廖厂

长”的故事，让我们选择坚守、成就理

想，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创造出属于自

己最饱满的人生！

从 追 梦 到 筑 梦
刘 麟

“注意加速！”司机室里，太原铁路局太原机务段高
铁司机任青云手臂平伸，如剑一般指向仪表。一旁的新
职司机张亮看着他干净利落的动作、不带一丝犹豫的表
情和人机合一的神态，深深敬佩。动车组到站停车，任
青云数着地板砖测量制动点与站台标的距离，不停地给
张亮讲解加速和减速的“模块化”操控要点。

从一名普通高铁司机到动车队队长，再到现在的北
京车队党支部书记，任青云始终以“领军”身份与三晋
高铁的发展步伐紧密相连。腰板直、性格倔、不服输的
他，被人称作三晋“第一动”。

2009 年 7 月，石家庄—太原客运专线开通之际，
32 岁的他仅用 60 天便考下了 250 公里等级动车组驾驶
证，成为太原局第一批动车组司机。2012 年 9 月，他
又考取了 300 公里高铁动车组驾驶证。从此，他以惊
人速度圆梦高铁，率先掌握了 CRH2 型、CRH5 型、
CRH380A、CRH380B 动车组的操纵技能；编写出了
石太客专和大西高铁第一本动车司机“模块化”操纵
教科书；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任青云创新工作室”，
成为第一个攻克石太客专和大西高铁难题的“现场型
攻关平台”。

为写这本教材，他啃透了 9 本砖头般厚的业务书，
涉及信息、材料力学等科目，熟记了 2000 多个故障代
码和 300 多条高铁规章，磨破了 7 双胶皮鞋，测量绘制
弯道、隧道、信号机等上千个高铁线路设施图，分析了
356趟高铁运行数字⋯⋯

从小痴迷竞技运动的任青云，养成了挑战自我的
性格，骨子里涌动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尤其是对攻
克高铁的难题更是情有独钟。2013 年 8 月，动车组在
出入北京西站和北京西动车所时出现安全风险。任青
云顶着炎炎烈日徒步对出入库径路的所有信号机、洗
车设备、脱轨器、检修库、线路终端等进行了现场照
片采集，逐一梳理安全风险项点，全部用现场实际图
片 制 作 完 成 了 《北 京 西 出 入 库 运 行 径 路 卡 控 立 体
图》，为动车组出入库这一关键区段作业安全提供了
保障。

2014 年 4 月，面对大西高铁许多规章和作业办法
的“零起步”，任青云白天添乘，晚上彻夜工作在工
作 室 ， 带 领 团 队 完 成 了 “ 接 车 检 查 ATP 主 机 柜 ”、

“统型动车组停放制动开关防护盖”等 36 条有关大西
高铁的“模块化”操纵方法，修订了大西高铁行车
组织办法等 28 项技术资料。针对大西高铁千分之三
十以上坡道区段的操纵，反复模拟操控办法和非正
常演练方案，制作了大西高铁运行路径风险卡控流
程图。

日前，作为北京车队党支部书记的任青云接连
“发力”，对 32 名新职动车司机逐人添乘，纠正他们操
控动车组列车的作业标准。任青云觉得，对于实现对
零标、控制误差不超过 5 厘米的高要求，他们还不够
完美。“大西高铁的第一个春运，对新职司机是最严
峻的考验！”为此，他抽出时间，马不停蹄为新职司
机指导示范。

追梦在岗位，圆梦在高铁。2011 年，任青云荣获
山西省“五一”劳动奖章；2013 年，他获得山西省

“三晋技术能手”称号；2014 年他荣获“山西省劳动
模范”。

三晋“第一动”

的速度人生
本报记者 金 晶

值乘中的任青云正在进行车机联控和仪表确认。

牛树进摄

人物简介：

任青云，太原铁路局太原机务段高铁司机，

率先掌握 CRH2 型、CRH5 型、CRH380A、CRH380B

动车组的操纵技能；编写出石太客专和大西高

铁第一本动车司机“模块化”操纵教科书；以其

名字命名的“任青云创新工作室”，成为第一个

攻克石太客专和大西高铁难题的“现场型攻关

平台”。

下图 缪应娇站在定位管上

紧固力矩，全身的重量全靠一根

钢管和安全带支撑着。

彭婉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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