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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九寒冬的沈阳，有这样一群来自基
层一线的英雄群体。每天，当第一缕晨曦
还未映入眼帘时，就有他们忙碌的身影；当
疲倦的月亮悄悄躲进云层休息时，还有他
们晚归的脚步。他们，就是确保路畅人安
的“守护者”——交通警察。

2 月 6 日、7 日，记者跟随“辽宁省政法
机关雷锋式政法干警”、沈阳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大东大队三中队副中队长刘城和他的
战友，一起守岗指挥、除夕夜查、吃年夜饭、
监测路况数据，体验普通交警工作的坚守
和感动，创新和变化⋯⋯

除夕夜的“守护人”

除夕夜的沈阳，寒风凛冽，路面上不少
地方还有未融化的积雪和冰块。记者穿着
厚厚的警服、戴着棉帽，在马路上站上半小
时，就鼻涕直流，四肢冰凉。

当晚 8 点半，刘城和他队中的 40 多
位交警、辅警开始了除夕夜的第一次夜勤
检查。夜查中，刘城发现，在北顺城路广
宜街东 300 米处，一辆本溪牌照的车辆由
东向西行驶，车速缓慢，左右摇摆，违规变
道后，右前轮撞到了护栏底座。刘城将车
拦住，问司机是否需要帮忙。“没啥事儿，
就是右前轮车轴折了。”司机王先生回话
时带着浓浓的酒味，引起了刘城的注意。

“您是不是年夜饭喝酒了？”“没、没，我
昨天喝的。”“来，检查一下酒精浓度吧。”刘
城随即用验酒棒和测酒仪进行检测，结果
显示王先生是酒后驾车。

“王大哥，我理解您除夕与亲戚朋友喝
喝酒、助助兴，但喝酒后可以让朋友送您回
家、或找代驾，您自己开车，不仅危害其他
人的安全，自己也不安全啊。”笔录后，刘城
依法对王先生罚款 1500 元、扣 12 分、暂扣
驾照 6个月。

对于春节期间的查处，刘城颇有感
慨：“其实，大过年的，谁也不想被罚。但
是为了确保沈阳全市路畅人安，我们对酒
驾、醉驾、闯红灯、假牌等较为严重的行为
进行了惩处；而对一些开车中拜年打电
话、未带驾驶证等轻微违规行为，主要是
教育、劝说。”

两次夜查下来，已经过了夜里 11 点。
三中队的民警们开始倒班，刘城这才抽空
在岗亭里吃了口年夜饭。虽然饺子早就凉
了，但刘城吃得很带劲儿，不到 5 分钟，一
盘饺子就吃光了。“确实饿了，中午就没好
好吃饭⋯⋯我们交警吃饭都特别快。你别
着急，慢慢吃，我去路面上再看看。”刘城对
记者说。

“平安，交通；晚安，沈阳！”到正月初一
零点 40 分，刘城已经连续工作 18 个小时，

回家后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条信息，不到
20 分钟就收到了 30 多个“赞”。午夜时分
这些点“赞”的，大多是刘城的同行⋯⋯

亲人理解最温暖

2 月 7 日早上 6 点，刘城还没来得及吃
口饭，就与妻子魏小溪匆匆告别，去往单
位。随后，他的妻子独自一人坐上了回老
家新民过年的客车。这对小夫妻从处对象
开始到现在，已经 6 年没有一起过过除夕
夜、情人节、平安夜、中秋节了。谈起对家
人的愧疚，一开始刘城还有些不好意思，后
来讲着讲着眼圈却泛红了。

2013 年 5 月末，魏小溪即将临产，此
时刘城正在协调规划“十二运”赛事期间
停车泊位。等到他赶到医院时，孩子已经
出生。妻子拉着刘城的手不停地掉眼泪，
她多么希望临产时丈夫能守在身边。当
天夜里刘城留在医院照顾妻儿，可第二天
一早，就返回了交警岗位。6 月 10 日，刚
刚出生 11 天的儿子因患痢疾导致严重脱

水，被紧急送往盛京医院。经过急救，孩
子脱离生命危险，但仍需要留院观察。刘
城将照顾孩子的重担交给还在月子里的
妻子，每天深夜下班后才能赶到医院陪伴
母子。

“嫁给他，抱怨、后悔过么？”魏小溪坦
率地说：“要说没抱怨，也不太可能，毕竟他
每天忙于工作，很少照顾家庭，我们的蜜月
都是在老家新民过的；但我不后悔，我不仅
是他的妻子，也是一名警嫂，我只能理解
他，支持他。”

在工作中，熟悉他的同事管他叫“刘疯
子”“刘暖男”。“‘疯’体现在工作上一丝不
苟、严格要求，‘暖’则体现在照顾同事、宽
以待人。”沈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大东大队
大队长姜铭说。

正在与记者交谈时，刘城接到了老爸
刘智汉打来的电话。“城儿啊，你今天除夕
要好好工作，别惦记着家。你哪天回老家，
我和你妈就把哪天当‘年三十’，把那顿饭
当‘年夜饭’。”

“爸，好，您放心。”匆匆挂了电话后，刘
城的眼圈又一次有些泛红⋯⋯

灵活创新保畅通

“程序和机器都是‘死’的，并不能根据
道路实际情况立刻作出变化；但交警是灵
活的，当遇到特殊状况时，信号灯的作用会
被弱化，交警必须依靠自己的手势来疏导
交通，用创新、灵活的方法来确保人车平
安、道路畅通。”刘城说。

2 月 6 日下午 2 点，德增街与北顺城路
路口交通堵塞较为严重。刘城一方面紧急
呼叫指挥中心，将拥堵方向的信号绿灯多
加了 10 秒通行时长；另一方面，也不断向
北来的车辆打出向前待转手势，提示司机
尽快进入待转区，每一个信号周期允许五
六辆车提前进入待转区。不到 10 分钟，原
本拥堵的路口，恢复了正常秩序。

市府大路广宜街岗，是沈阳东西交通大
动脉上的主要“关口”之一。由于临近沈阳
故宫、中街步行街、小北手机批发市场等商
业街区，车流、人流量大，道路交通疏导任务
异常繁重，早晚高峰极易发生交通堵塞。刘
城通过一次次实地调研，找到了症结所在：
高峰时期转弯车辆较多，常常占用第2排直
行车道待转，造成道路中部直行车辆滞留，
道路常常出现拥堵，也极易发生交通事故。

针对这一难题，刘城规划出了直行转
弯车道相互转换的“可变式车道”新模式。
通过设立电子指示牌，高峰时段将岗点东
西方向的第2排车道调整为转弯车道，平峰
时段则是正常直行车道，提高了所在地区
车辆通行效率。经实地测算，岗点东西方
向车速比以前提高了 32%，道路交通事故
同比也下降近50%。

“东顺城街与南顺城路交叉处，有一辆
公交车和私家车发生剐蹭，请距离最近的
民警尽快到达现场处理⋯⋯”，“东西快速
干道小北关街附近，由东向西车流缓慢，八
王寺上桥口车辆和由东向西直行车辆交织
严重。请执勤警力上桥将由东向西直行车
和八王寺上桥车辆交替放行⋯⋯”

在大队指挥中心，以大数据和视频录
像为载体的智慧平台，正为交警开启“最强
大脑”。刚刚在户外执勤 3 个多小时的刘
城回到大队指挥中心，仍然不放心春节期
间所辖区域内的交通状况，一边看着道路
视频直播，一边拿着对讲机联系执勤民警
处理交通难题⋯⋯

确保整座城市路畅人安的不只有刘
城。仅 2 月 7 日，沈阳公安交警共出动警
力 1701 名，巡逻车 458 台。全市 201 处重
要灯岗，郊区 15 处重点路段，高速公路 16
处主要收费站管控时间延长至 24 时以
后。市区 133 条主要街路，17 条国省公
路，10 条高速公路 24 小时巡逻管控。仅 7
日 夜 间 ，共 计 查 处 各 类 交 通 违 法 行 为
117件。

零下十几摄氏度的沈阳，这群可爱可
敬的交警们是春节道路上最美的风景。

守 护 这 一 方 路 畅 人 安
——跟随沈阳交警执勤记

本报记者 温济聪

袁洪海是云南昆明市交警支

队二大队的交警，队友、同事们都

亲切地叫他“老袁”。记者见到老

袁时，他刚刚上完一个整班，从除

夕早上 7 点半到正月初一早上 7 点

半，整整 24 小时。辛苦可想而知，

但这对于老袁已是常态。“春节期

间有时几天都回不了家，习惯了。”

回到宿舍稍事休息，老袁就被

调到圆通寺值班。正月初一，来这

里祈福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为保

障寺前道路的畅通，老袁和同事们

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吹警哨吹得

嘴都是麻的”。

疏导完圆通寺的交通，仓促吃

了口饭，老袁又骑摩托到自己的辖

区翠湖公园附近巡逻，疏导交通、

纠正违法停车、为路人指路、处理

剐蹭事故，一直忙到晚上 6点多。

“这工作就这样，总得有人奉

献，唯一对不起的就是儿子。”老

袁的儿子今年 14 岁，他从没有陪

儿子过一个完整的春节。“儿子长

这 么 大 我 只 给 他 开 过 一 次 家 长

会，还因为下班太困在家长会上

睡着了。儿子再也不让我开家长

会 了 。”老 袁 笑 着 对 记 者 说 ，“ 现

在，我要抽空回趟家，和他一起吃

个团圆饭”。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影报道

“驼峰楼，一调11道请求推进。”“一调11道调车
信号好了。”2月8日，正月初一，古城天水正沉浸在过
年的喜庆中。早上 8:30，天水火车站调车组的 4 名
调车员赵思佳、张磊、李特、王鲁宁却早已全副武装，
攀爬在缓慢行进的车辆上，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调车组是铁路至关重要却鲜为人知的一个工
种，穿衣服最脏、感受冷暖最真切、看日出最早、踩杂
草石子最多，是调车人员最真实的写照。

调车长赵思佳从事调车工作已有16年。他生长
在一个名副其实的“铁路之家”，爷爷和爸爸都是调车
的行家里手。赵思佳身手敏捷，技术业务娴熟，但他
深知铁路调车作业的危险性。“每个车辆的高度不同，
比如 70 吨的棚车闸台特别高，车辆运行中趴在上面
拧闸时相当危险。”赵思佳指着11道的停留车说。

作业繁忙时，他们每天要在3米多高的车梯上爬
乘5个小时以上，在运行中的车辆上上下100多次弯
腰检查车辆状态不计其数，长年累月地“飞上飞下”

“蹿东蹿西”。
“冬天干活，最怕早上八九点钟，车开动的时候，

风吹在脸上就像刀割一样。”连接员张磊捂着耳朵
说。数九寒天，股道间就像是一个“冰窖”，温度能达
到零下 20℃。因为工作性质，他们在户外一干就是
五六个小时。最冷的时候，手套和劳保衣不到半小时
就冻透了，车辆移动时冷得直打哆嗦，连说话时嘴都
能冻僵。

制动员王鲁宁说，在列车解编的过程中，车辆制
动、线路检查、道岔扳道以及实施防溜都是他们调车
组的工作。天水车站是兰州铁路局的“东大门”，交口
任务繁重，一个班下来，他们每个人要在股道和专用
线间徒步走行 30 多公里。“我大概算了一下，一个班
走 30公里，一年就是 3000公里。16年下来，我们都
能绕地球赤道走一圈多了。”赵思佳风趣地说。

“80 后”赵思佳虽然年轻，但因常年在外风吹雨
淋，皮肤黝黑黝黑的，双手磨出了老茧。对这份工作，
赵思佳说，他经历过好几个阶段，从开始觉得新鲜有
趣，到之后很快变得枯燥无味甚至抵触、恐惧，再到现
在心里充满了责任感，“16年从制动员、连接员、调车
长一路走来，调车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哪怕苦
一点儿，累一点儿，也要坚持把它干好！”

他的伙伴们平均年龄不到 27 岁，很少有人知道
这些默默奉献在铁道线上的“80后”“90后”，也很少
有人了解他们的辛劳。但每一辆车的连挂、每一组
车的转线、每一列车的正点出发都离不开他们的
付出。

正月初一早晨，记者来到太原钢铁（集团）公司
采访，刚走到第二炼钢厂三连铸作业区，就与刚刚下
夜班的 0 号连铸机机长贺义利相遇。他在昨晚的除
夕之夜与炉火做伴，双眼熬得通红。贺义利说：“我
在太钢工作了 8 年，有 8 个除夕是在岗位上度过的，
都已经习惯了，只是还会惦记家人。”贺义利的父母
家在大同，他们多么希望儿子能领着媳妇、孙女回家
过年，但儿子除夕值班的消息一次次让老人遗憾。
上班前，贺义利给父母打了电话，爸爸一再叮嘱，好
好工作，别分心，年后抽出时间再回家看看。

在太钢炼铁厂 4350 立方米高炉，红红的铁水从
一号铁口奔流而出。炉前工李志强正在仔细操作，
对炉况变化及时作调整，保证炉况的稳定运行。对
于除夕上班，李志强说：“今年 1 月 4 日，李克强总理
来到太钢，他对我们的鼓励现在依然萦绕耳边。眼
下，钢铁行业虽然遇到了困难，但我们充满战胜困难
的信心。”

太钢董事长李晓波春节期间都得值班，他告诉
记者，2 月 4 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
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令深处寒冬的钢铁业
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近几年，由于需求下降，产能
过剩的矛盾日益突出，我们太钢的生产经营困难加
剧，仅在 2015 年就亏损了十几个亿，现在已到了壮
士断腕去产能的关键时刻。”李晓波说，太钢将准确
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势，面向市场，在优化品
种、提高质量、拓展市场、科技创新、挖潜降本等方面
下功夫，抢占市场制高点。

天水铁路调车工：

为了列车正点出发
本报记者 李琛奇

炼 钢 炉 前 话 解 困
本报记者 刘存瑞

上图 2 月 7 日，沈阳室外零

下十几摄氏度，沈阳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大东大队三中队副中队长

刘城在德增街、北顺城路岗指挥

交通，确保老百姓出行通畅。

左图 刘城正检查一辆奥迪

车车主的驾驶证和行驶证,确保

人们出行安全。

本报记者 温济聪摄

交警老袁的正月初一

正月初二，京沪高铁黄河特大桥的探伤工们正

在认真检查线路。0 时 30 分至 4 时 30 分，4 个小时的

维修天窗里，探伤工们借助微弱的头灯，俯身推行几

十公斤探伤仪器，完成 6 公里的钢轨探伤作业，确保

列车大动脉的安全。 本报记者 王金虎摄

正月初一正月初一，，前往昆明圆通寺烧香的游客络绎不绝前往昆明圆通寺烧香的游客络绎不绝，，

老袁和同事们从凌晨就开始在这里执勤老袁和同事们从凌晨就开始在这里执勤。

下午下午，，老袁处理了一起剐蹭事故老袁处理了一起剐蹭事故。“。“过年了过年了，，开车一开车一

定慢点定慢点。”。”
老袁和队友回到队里已经接近下午老袁和队友回到队里已经接近下午 11 点点，，食堂师傅食堂师傅

把除夕夜剩下的菜热了一下把除夕夜剩下的菜热了一下，，几个人吃得不亦乐乎几个人吃得不亦乐乎。。

每天给路人指路也是老袁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每天给路人指路也是老袁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