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轨道车向南蜿蜒穿行在新疆精伊霍铁
路线上，驶过阿恰尔站，开始奋力爬向北天
山深处，一路均是隧道、桥梁。终于，列车
驶入一处山谷，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映入
眼帘，苏古尔车站到了。

一位瘦高的汉子迎上来，面容清癯，后
背微驼，憨憨地笑着，他叫薛华。自 2009
年连接精河、伊宁和霍尔果斯的精伊霍铁
路开通以来，他一直担任乌鲁木齐铁路局
奎屯工务段苏古尔线路车间主任。

苏古尔是哈萨克族牧民的冬牧场，也
就是“冬窝子”。红色的国旗、黄色的衣衫、
绿色的家园⋯⋯从车间成立时起，单调、寂
静的山谷就开始闪耀一抹抹动人的亮色，
而薛华正是这冬窝子的“调色师”。

天山深处红旗飘

在苏古尔线路车间的院子里，飘扬着
一面五星红旗。国旗衬托下，天山更显雄
伟。自车间成立至今，每逢周一，车间都要
举行庄严的升旗仪式，全体职工整装列队，
唱响国歌，嘹亮的歌声在山谷间久久回荡。

国旗、歌声吸引了孩子们的注意，薛华
邀请他们来参加升旗仪式。后来，又有牧
民自发参与。相约国旗下，薛华向牧民讲
解安全知识，宣传党的政策，成为牧民们心
目中党的“卡德尔”（干部的意思）。

冬窝子没有学校，牧民的孩子长大了
要翻越天山，到尼勒克县上学。一些家长
担心刚到入学年龄的孩子不能照顾自己，
就等到孩子十几岁时才送出去。薛华得知
这一情况后，决定用轨道车接送孩子们。

征得上级同意，他到牧民家走访，动员
家长送孩子上学。每周一，十几名孩子在
苏古尔站台登上轨道车，周五从尼勒克县
坐车回家。孩子们乘坐这辆特殊的“校
车”，求学路上充满了欢笑声。

以前，每年三四月份，牧民们会赶着牛
羊从苏古尔出发，经过 3 天 3 夜，转到春牧
场。路途艰辛，一些体弱的牲畜倒在路上，
甚至还可能出现人员伤亡。

“怎么能让路途更顺畅呢？”在保证行
车安全的情况下，薛华和同事们打开了北
天山隧道旁的辅洞，并护送牧民通过。这
样，仅半天时间就顺利穿过了天山，没有牲
畜死伤。

“薛主任真是我们牧民的好兄弟！”伊
宁县阿吾利亚乡牧民艾米尔艾力·比拉力
笑着说，“我们知道他很忙，但一定要请他
到家里坐一坐。他再不来嘛，我们该肚子
胀（生气）喽！”

最美不过黄衣衫

工务段一线职工身穿黄色工作服，“黄

衣衫”成了冬窝子里最忙碌的一群人，也是
最受苏古尔牧民欢迎的人。

苏古尔线路车间负责天山深处 112 公
里线路、5个站场、33座隧道、40座桥梁及附
属设备的保养与维修工作。“线路地处高山，
多数由桥梁、隧道群组成，养护维修难度大，
安全隐患点多。”奎屯工务段段长龙东升说，

“精伊霍铁路开通以来，苏古尔线路车间负
责的线路质量一直保持稳定，非常不易。”

山区降雪期长，清除道岔和路基积雪
是车间必须做好的重点工作。在薛华的带
领下，车间职工冬季冒着严寒，平均每年清
雪 130 多公里，连年实现了“用汗水换质
量，用责任保安全”的目标。

保安全不仅是铁路职工的事，也需要
周边群众参与。精伊霍铁路两侧安装了防
护栅栏，冬窝子里的牧民要绕行较远的涵
洞才能到达放牧草场。起初，很多牧民为
了方便，就设法拆开防护栏，直接越过线
路，对列车安全运行造成很大隐患。

“牧民的生活习惯不是一天两天养成
的，如果只是简单制止，反而适得其反，最
有效的办法就是入户宣传。”在工作之余，
薛华与少数民族同事逐家逐户到牧民家发
放宣传单，有时走访一户家要走三四个小
时的山路。很快，破坏防护网的现象消失
了，有的牧民还当起了巡护队员。叶尔太·
努尔哈拉提说：“我在放牧时就带着工具，

随时修理损坏的设施。”
最美不过黄衣衫。随着与牧民交往的

深入，薛华成了广大牧民的好朋友。“以心
换心，善良、淳朴的牧民把铁路职工当成知
心人、一家人。能够实现安全行车，有他们
的一份功劳。”薛华说。

共建和谐绿家园

冬窝子交通不便，吃菜成了难题。原
来，车间职工要到 110 多公里外的精河县
采购。为了解决吃菜难，在工作之余，薛华
带领大家开辟了一片片菜园。他们从远处
背来土，再掺上羊粪，铺在空地上，种上了
茄子、辣椒、土豆等蔬菜；还搭建了蔬菜大
棚，养了鸡鸭等家禽。

在苏古尔，记者看到职工精心制作的
一座简易水车，正从小河里取水浇地。在
车间院子里，装点着废旧弹条、扣板、螺丝、
垫板等材料制作的同心环、警示钟等。职
工郜媛说：“大家都把单位当成家，这些工
艺品是我们利用业余时间制成的。”虽然时
值寒冬，但不难想象夏秋花草繁盛、果菜满
园的景象，大山里洋溢着生机。

解决了职工的吃菜难，薛华没有忘记
牧民。没地方买菜，牧民吃肉多吃菜少，饮
食结构不合理，薛华就手把手教他们种土
豆。说起 2010年首次收获的心情，牧民叶
尔肯拜·阿依提克记忆犹新：“1 亩地刨出
了 2 吨圆蛋子，除了自家吃、送给其他牧
民，还卖了一些，用赚到的钱给妻子玛丽娅
买了礼物。”现在，叶尔肯拜·阿依提克种了
3 亩地，种地技术越来越高，获得了牧业以
外的收入。“这得感谢都拉特·别克。”他说。

薛 华 被 牧 民 们 尊 称 为“ 都 拉 特·别
克”。在哈萨克语里，“别克”是部落首领、
拥有权威的意思，“都拉特”是哈萨克族一
个最大部落的名字。“我感到很荣幸，”39岁
的薛华说，“我只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
事，却被牧民们牢记在心。铁道线上有我
的青春年华，我要做好本职工作，也要努力
为群众排忧解难，跟牧民永远是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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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窝子的“调色师”
——记乌鲁木齐铁路局一线职工薛华

本报记者 乔文汇

薛华（右一）与同事在巡检线路。 本报记者 乔文汇摄

火车驾照不好考，一般考取一本驾照
需要花费三五年的时间。而在济南铁路局
济南机务段，有一名叫薛军的火车司机，
却同时拥有“蒸汽机车”、“内燃机车”、

“电力机车”、“动车组”四种车型的驾照。
薛军的 4 本驾照摞在一起有 20 毫米

高。跨越这 20 毫米，薛军用了整整 27
年。在这 27 年间，薛军与火车头结下了
不解之缘，他先后驾驶过“前进、东风、
韶山、和谐”系列的 18 种机型，见证了
中国铁路从“蒸汽机车”、“内燃机车”、

“电力机车”到“动车组”的发展历程。
这些年，他运送的旅客达 1100 多万人
次，安全行车 250 多万公里，相当于绕地
球 62.5圈。

薛军的童年是枕着火车的“咣当咣
当”声度过的。他家住在铁道边上，一放
学就攀上围墙，眺望“呼哧呼哧”喘着粗
气的庞然大物，拖着长长的车厢，雄壮威
猛地一路鸣笛向前。当时，火车司机探出
多半个身子、脖子上扎着白毛巾的画面，

定格在他童年的记忆深处：“这才是男子
汉从事的职业。”

1985 年，铁路系统在社会上招工，
刚走出校门的薛军如愿跨入“铁路蓝”的
海洋。

然而，现实并非薛军想象的浪漫。他
被安排的第一份工作是蒸汽机车司炉，就
是一锨一锨往蒸汽机车炉膛里添煤。薛军
的第一锨煤，一粒也没填进炉膛，扬满了
整个驾驶室。“铲煤、踩踏板、炉门打
开、投煤，这几个动作必须一气呵成。蒸
汽机车稳定性差，人站都站不稳，铲满一
锨煤，抡圆了臂膀，踏板没踩着，炉门没
开，那只能是乌金四散了。”薛军回忆
道。当时的煤很湿，一铲煤大约有 5 公
斤，到了上坡路段，平均每秒钟要往炉膛
里送一铲煤才能保证动力。铲煤的时候还
要讲究速度，一分钟要铲煤 70 锨左右，
一个班次下来至少四五吨。这同时还不能
耽误确认气压、水位等辅助性工作，下了
班，人都快要散架了。

“一个班次 12 个小时干下来，除了牙
是白的，全身都是黑的。那时有人编了段
顺口溜：‘远看像要饭的，近看像捡炭
的，走跟前一看是机务段的。’说的就是
我们司炉工。”薛军笑着说，有一次，他
母亲给他送饭，愣是半天都没认出他来。

与其他工友相比，薛军钻劲十足，别
人在闲暇之余喝茶聊天时，他总是抱着业
务书籍埋头苦读，不断“充电”。细心的
他发现，投煤时只有形成三面高一面低的
簸箕型炉床，煤炭燃烧才最充分，火车动
力最强劲。他总结出蒸汽机车“一触、二
摸、三闻、四看”检车法，在整个机务段
推广。

在当时，由司炉转为司机，要通过理
论、钳工、投炭、给油等一系列考试。稍
有不慎，安全行车纪录就归零，一切还得
从头开始。有很多司炉工终生没有通过司
机的考试。可是薛军硬是凭着那股子钻劲
儿，在 1987 年考取了蒸汽机车驾驶证。

“感谢那段当司炉工的艰苦岁月，如今无

论遇到多大的挫折，我都能从容应对。”
薛军说。

后来，内燃机车代替了蒸汽机车，时速
也从 60 公里提高到 90 公里。“在内燃机车
内部的电气间、机械间、冷却间作业，在前
后司机室操纵，就像住进了三室两厅的大
房子，内燃机车不吃‘粗粮’——煤，而改吃

‘细粮’——油了，工作服比以前干净了许
多。”1992 年考取了内燃机车驾照的薛军，
笑称自己“鸟枪换炮”。

但内燃机车排山倒海的噪声，令薛军
不胜其烦：“机器发动后震耳欲聋，驾驶
室内两人说话基本靠比划和‘吼’；除了
吵，还有难闻的柴油味。开完一趟车，从
头到脚都是油味。还没进家门，家里人就
知道我回来了。”这期间，薛军没有停止
钻研，自学了大量柴油机、电气方面的相
关知识。他创立的内燃机车“利用动能”
闯坡法和“柴油机转速控制”节油法获得
好评。

2006 年，全国铁路大提速，电力机车
开始以 120 公里的时速奔跑在齐鲁大地
上。这一年，薛军考取了电力机车驾驶
证。司机室里配备了冰箱、微波炉、电暖
气、空调等设施，让薛军享受到更加现代化
的机车环境。勤奋好学的薛军又首创了电
力机车“低手柄、低电流”平稳起车法。

不等细细品味，电力机车带来的惊喜
很快又被高铁的快速崛起所替代。2008
年，薛军过五关、斩六将，考取了动车组
驾驶证，成为操纵 350 公里时速的动车组
司机。“这是从业以来最难的一次考试，
像‘新华字典’一样厚的‘技规’，必须
全文背诵，连标点符号都不能错，90 分
才算及格。动车组司机也最具挑战性，过
去，有手‘绝活’能用 10 年；现在，动
车组高科技的车载设备不断升级，这逼着
我不断学习。”坐在驾驶室里，穿着洁白
的制服，享受着贴地飞行般的感觉，薛军
说：“速度快了，更需要冷静稳健的心理
素质和娴熟过硬的技术能力。”前不久，
薛军总结的动车组“一清、二想、三看、
一朗诵”防错漏安全作业法，在济南铁路
局机务系统推广，成为火车司机们与机车
交流的共同语言。

“告别蒸汽机车，我们用了百年时
间；而从内燃机车到电力机车再到动车和
高铁，却只用了 10 多年。原来开车靠体
力，现在开车靠智力；过去马车能跟蒸汽
火车赛跑，现在高铁都能跟飞机比试，老
百姓享受到的是现代化带来的实惠与便
利。”薛军为自己亲历了这个历史性的变
化倍感自豪。

火车司机薛军的四本驾照
本报记者 王金虎

人物小传

薛军是济南铁路局济南机

务段的火车司机，他钻劲十足，

认真钻研业务，用27年考下“蒸

汽机车”、“内燃机车”、“电力机

车”、“动车组”四种车型的驾

照，运送旅客达 1100 多万人

次，安全行车250多万公里。

薛军最珍视的是第四本动车组驾照。 本报记者 王金虎摄

2014 年 10 月初，安徽省滁州市滁城丰乐北
路和清流路交叉口发生惊险一幕，两车发生小碰
擦后，其中一辆车的司机——一名醉酒肇事者正
手持利刃，不断向对方发出攻击。就在这紧要关
头，人群中冲出一位身着制服的交警，从侧面趁
其不备，一把从肇事者手中夺去利刃，三两下便
将其制服。奋不顾身的勇气、急中生智的敏锐、
迅速不凡的身手，这位突然“降临”的警察，让
围观群众提到嗓子眼的心立刻放平，惊喜和敬佩
之情溢于言表。

又是陈冲，安徽省滁州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一
大队三中队民警。这个滁州公安系统名气响当当的
帅小伙，先后获得滁州市公安局授予的“人民警察
个人三等功”，安徽省公安厅授予的“人民警察个
人一等功”等荣誉。

“虽然治安不是自己本职工作，但是穿着一身
警服，任何时刻，只要群众有危难就要站出来保护
群众。”他把肇事者带到了派出所。

2013 年 12 月 14 日上午 8 点 13 分，“凭海无
蓝”的网友在“E 滁州”网站论坛发出了一篇标题
为“在这冰冷的早晨，瞬间让我觉得心里暖洋洋
的”的帖文，帖文照片中，一名交警站在一个板凳
上，双手举着垂下的光缆，让路口的公交车通行。
这位网友看到这一情景，写到自己“瞬间有热泪盈
眶 的 冲 动 ”、“ 向 这 位 一 心 为 民 的 好 交 警 敬
礼!”⋯⋯此帖在短短 3 天内被浏览了 6000 多次，
回帖达 10余页。

帖子里站在板凳上托举光缆的民警正是陈冲。
14日凌晨 2点左右，正在大队值班的陈冲接到市长
热线的指令：在南谯北路与东西大街的路口几根通
讯光缆断了垂在地上，立即前往查看情况。这是老
滁城主干道的交叉口，一旦发生意外，十分危险。
顾不上多想，陈冲带着协警李勇火速赶到现场。

到现场后，陈冲发现十字路口西侧的几根通讯
光缆被刮断了，斜着垂在马路中间，当时夜色漆
黑，来往车辆纷纷从对面车道绕行。为保证道路畅
通和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陈冲在向相关部门反映
情况后，一边把警车停在路口并把警灯打开，提示
过往车辆注意避让，一边和李勇一起，用双手托举
着光缆让来往的车辆从光缆下通行。

时间在一分一秒过去，寒夜里，洒在路边的水
结成了一层层冰。天快亮的时候，车辆逐渐多了起
来，公交车开始营运，由于公交车比较高，陈冲便
从路边的早点摊借来一个板凳，站在板凳上举着光
缆让公交车通过。

就这样，两人在零下 2 摄氏度的寒冷早晨，轮
换举着光缆保障畅通，一举就是 5 个多小时，直到
早晨 7 点 30 分左右，确保了 3000 多辆过往的机动
车和非机动车辆平安通过。两人受到了过往群众的
称赞，被誉为“最美托举哥”。

“当时想都没想它是否带电，就一把举起来
了，然后就坚持举下去了。”陈冲话语朴实，“维护
好交通秩序，不能发生交通事故，这是我的任务和
职责，我时刻牢记在心。”

文/白海星 施 璇

安徽省滁州市交警陈冲：

“群众有危难

就要站出来保护”

陈冲在指挥交通。 施 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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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陈冲，安徽省滁州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

一大队三中队民警。他有一次在值班时发现

路口有几根断光缆垂在地上。为保证道路畅

通和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陈冲和同事用双

手托举光缆让来往的车辆从光缆下通行，一

举就是5个多小时，受到群众称赞，被誉为

“最美托举哥”。

人物小传

薛华是乌鲁木齐铁路局奎

屯工务段苏古尔线路车间主

任。他与当地牧民友好相处，

并尽自己所能帮助牧民解决问

题，成为牧民的好朋友。他所

在的车间每年都要清除道岔和

路基积雪，在他的带领下，车间

职工平均每年清雪 130 多公

里，连年实现了“用汗水换质

量，用责任保安全”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