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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市中心沿京津高速向东南行驶
近50公里，可到达通州区永乐店镇，北京
高铁工务段永乐车间坐落在这里的一处偏
僻区域。车间主任郎岩和他的70多名同事
常年生活在这里。

1 月 28 日 22 时，永乐车间内灯火通
明，郎岩和同事们正在清点当天的作业工
具，做出工前的最后准备。作为车间主
任，郎岩每天的任务就是带领同事对高铁
车轮以下的部分进行养护，包括桥梁、路
基、钢轨以及周围环境等，以保证高铁运
行安全。用郎岩的话说，“我和同事就是高
铁的养路人”。

22∶30，准备工作结束，作业车辆向
西行驶近 1 小时后，到达了当天的作业地

点——京广线廊坊段，郎岩和同事当天的
任务便是对这里的一段钢轨进行例行检
修。寒夜里，大风呼啸，寒风刺骨，郎岩
和同事们站在钢轨旁等待作业通知。

凌晨 0∶30，作业指令到达，郎岩下
达 了 进 场 作 业 的 命 令 ：“ 调 度 命 令 号
81002，起止时间0∶30到4∶30，咱们现
在可以上线了。”随后，他带领同事进入轨
道，开始了当天的轨道养护作业。

别看郎岩只有 29 岁，他可是我国第
一代高铁养路人中的“老师傅”。早在国
内首条高铁——京津城际线路开通之前，
他便加入养护技术研发队伍。8 年来，他
全程参与了京津城际、京沪高铁的提前介
入、联调联试和管护维修等工作。

在参加京津城际线路前期介入工作
时，国内相关技术尚属空白。郎岩每天
跟着施工单位学习，了解设备构造、熟
悉整修技术。施工单位技术人员的只言
片语，都被他当做宝贝一样记录下来，
并 整 理 成 册 。 每 当 有 外 国 专 家 前 来 指
导，他就急忙跑去学习，将关键点一字
不落地默记于心。

京津城际线路的正线道岔全部采用德
国生产的高速道岔，有一个与既有道岔不
同的 FAKOP 区。京津城际通车后，外国
技术人员带走了 FAKOP 区域的检测工具
精调支架。于是，郎岩带领同事搜集翻阅
各类资料，经过一个多月的现场实验论
证，终于研制出首个“中国制造”的精调

支架，不仅结构更加灵巧合理，而且精度
更高。

丰富的“参战”经验让郎岩迅速成长
为一名出色的技术尖兵，他参与修订了 8
项安全规章、8 项工作制度和 13 项应急处
理预案，为全路 290 余名高铁专业管理技
术人员提供了专项培训，为武广高铁制订
了专项精调方案，并带领团队在京沪高
铁、京津城际高铁线上，日夜守护着高铁
线路设备，确保高铁的运行安全。

8 年来，郎岩极少能回家看望家人，
高铁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凌晨 5 点
半，听着第一趟高铁呼啸而过，这个声音
是伴我入睡最好的催眠曲。”郎岩说出了自
己的心声。

可敬的高铁养路人
本报记者 袁 勇

农历正月初一，辽宁省丹东市降下新
春第一场雪。在瑞雪中喜迎新春佳节之
时，许多交警走上街头，维护雪后交通秩
序，保障市民度过平安年。丹东交警支队
交通治安综合管理大队大队长冯宏毅就是
其中一员。

在丹东市中心车辆最为密集的站前广
场，冯宏毅与同事们走上街头，在风雪中维
护交通秩序。在冯宏毅和同事们的疏导
下，整个火车站区域的交通井然有序，让串
门拜年的市民十分舒心。

2015 年，沈丹、丹大两条高铁相继开

通，丹东站客流量激增。对此，丹东公安局
成立了交警支队交通治安综合管理大队，
应对站前广场及周边区域交通治安的巨大
压力，冯宏毅“临危受命”担任大队长。

从 6∶46 的首班车，到 22∶30 的末班
车，每天进出丹东火车站的车次近 50 趟，
冯宏毅都要带领警力不间断出警。为打造
文明有序的交通秩序，冯宏毅提出对广场
机动车通行路线重新进行科学规划和改
造。他还带领民警采取步巡、车巡等勤务
模式，对出租车违法停车等依据法规严厉
处罚；对黑车拉客等堵塞出站口的行为进

行综合治理，解决人车不分、交通疏导难等
问题⋯⋯

“现在广场周边顺畅多了，交警下了大
功夫，我们得了方便，肯定要更好地配合他
们啊！”出租车司机马师傅说出了很多司机
的心声。

春节执勤辛苦，可冯宏毅心中暖暖的。
原来，他收到一条特殊的拜年短信：“冯叔
叔，感谢你们为我付出的一切，愿你们一生
快乐！”这是丹东女孩云竹发来的拜年短
信。2011 年，冯宏毅与特困户王金梅结成
帮扶对子。那一年，患病的王金梅与即将高

考的女儿云竹受到冯宏毅不少帮助。2012
年，云竹被一所大学录取，冯宏毅再次发动
民警捐款 2400 余元，并向王金梅承诺：“让
孩子好好学习，我们帮你供她读完大学！”这
番话让王金梅感动落泪：“你们的恩情，我们
娘俩一辈子也不能忘！”

几年来，冯宏毅带头捐钱捐物帮扶王
金梅母女，折合人民币近 5 万元。已经读
大三的云竹，成绩优异，与几年前相比，眼
里少了忧郁，多了自信，性格也开朗了许
多，冯宏毅十分欣慰。新春里，他还想把温
暖带给更多人。

风 雪 之 中 保 畅 通
本报记者 张允强

2月 6日夜，还有几个小时就是除夕了。
贵阳车辆段后巢客车整备所灯火通明。不时

传来的“咣当、咣当”的铁榔头声音，划破了车库的
寂静。在 K5 道旁，身穿棉制服的检车员，手持对
讲机和检点锤，背着工具包，等候 Z77 次列车的到
来。该列车将要接受一次常规保养。

20时 10分，载客归来的 Z77次列车缓缓抵达
预定地点。列车刚一停稳，检车员就围绕列车展
开了作业，有人钻入车底巡视，有人在车厢内检
查，响起一片有条不紊的咣当声。

“检修处理故障就是做‘减法’，关键是掌握故
障的成因，以及应对的方法。”已工作 25 个年头的
检车班工长景绍彬告诉《经济日报》记者，检车员
要用检点锤敲击螺杆螺帽、安全吊、轮对踏面等重
点部位，判断是否存在故障。

根据操作流程，“列车医生”要对列车的车钩
缓冲、制动装置等 7大重点部位、41处关键环节进
行细密的检查和检修。经过约 40 分钟的紧张工
作，景绍彬与同事排除了 Z77 次列车的几个小故
障，列车恢复了正常。

景绍彬说：“一列车检修下来，需要步行约 1.5
公里。”这时，检车员的额头上已有汗滴。而每年
春运期间是检车员最忙的时候。“随时可能有列车
进站检修，检车员需要 24小时待命。”

检车员寇惠说，“虽然工作辛苦，但看着一列
列‘零故障’客车出库，让旅客安全地踏上旅途，就
觉得付出是值得的”。

特殊的“列车医生”
本报记者 吴秉泽

“今晚共有 56 组一级检修任务，357007 车要
更换轮对⋯⋯”夜幕降临，华灯初上，2月 15日晚，
上海虹桥动车运用所检修现场灯火通明，值班副
所长龚明有条不紊地布置着当夜的检修任务。从
事动车检修 10 年来，龚明把每一列动车都当成是
自己的孩子，精心呵护、细心检修。

2006 年 12 月，时值铁路第 6 次大提速，开行
动车组，年仅 30 岁的龚明从上海车辆段检修车间
调入上海南动车运用所工作，由一名机械钳工转
变为我国第一代动车组地勤机械师。

“那时我国动车检修从零起步，第一列来的是
CRH-2002A 型动车。第一次上车顶作业，我一
直担心接触网会不会突然来电，连高压部件都不
敢摸。”龚明至今对第一次检修动车的场景记忆犹
新。

与其他首批 31 名地勤机械师一起，龚明像一
块“吸不饱”的干海绵，一边跟着厂家技术专家学
习动车理论知识，一边动手摸索开展检修工作。
短短几个月时间，他就把 CRH-2002A 型动车工
作原理和检修关键摸了个透。

龚明随身带有一个小本子，只要听到、看到、
遇到与动车检修相关的知识，他总是随手记录下
来。每当厂家处理大故障时，龚明不管多忙多累，
都要跟着学习，直到彻底掌握故障原因和解决措
施。多年来，他的小本子堆成了厚厚一摞，被同事
们称为“动车检修宝典”。

一次，龚明在检修时发现，某些特定的位置有
热气袭来。他立刻请来厂家技术人员进行研究，
发现由于车组运行的线路灰尘较大，造成牵引电
机软风道脏堵。这种情况也许在国外不存在，因
此，引进的维修手册里没有相关检修要求。龚明
立即将情况向上级部门汇报，经过充分论证，最终
在专项维修中增加了这一检修项点。

多年来，龚明和工友从牙牙学步到现在检修
着世界上车型最复杂、数量最集中的动车组群，从
照搬国外及厂家的维修经验到现在不断创新检修
方法手段、优化检修技术标准，技术不断熟练。靠
着凡事多问几个“为什么”，龚明完成了从一名学
徒到检修专家的蜕变。

10 年前，上海动车段只有 1 个动车运用所，
配属 2 组 CRH2A 动车组。如今，这个段下设 7 个
动车运用所，配属动车组达 10 种车型、533 组，占
全国的近四分之一。龚明用人生最美丽的时光见
证了我国高铁动车检修的发展巨变。

“最初做一级检修时，判断故障主要靠人工，
还没走出客车检修的既有模式；现在，随着检修工
艺流程的优化和高新检测设备的投入使用，动车
检修效率和质量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其中，人才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上海动车段副段长兼总
工程师顾小山感叹道。

2011 年，龚明竞聘为南京南动车运用所副所
长。2014 年，因工作需要，他又被调配至我国最
大的动车运用所——上海虹桥动车运用所工作。

随着岗位的变化，龚明更多地承担着管理和
带徒弟的责任。上海动车段的业务精英中，有 3
名副所长和几十名一线工班长都是龚明手把手带
出来的。如今，第二代、第三代动车检修人已经承
担起我国动车检修的重任。

“是动车成就了我，我为自己能见证中国高铁
的飞速发展而感到自豪。愿祖国更强盛、人民更
幸福！”龚明沙哑的声音中透露出无比的喜悦。

上海虹桥动车运用所副所长龚明：

精心呵护每列动车
本报记者 李治国

2 月 14 日，马牙雪山脚下的天祝火
车站候车室内，一位藏族姑娘为旅客跳
起了欢快的舞蹈。她叫卓玛，是天祝火
车站春运的“编外职工”，大家称她为卓
玛老师。

卓玛今年 34 岁，甘肃天祝县人，2013
年，与天祝火车站结缘。那年，要去兰州
读研究生的她，不知该如何乘坐火车。在
车站职工的帮助下，她熟悉了购买车票、
进站、上下车、出站的过程。在一次次往
返于兰州和天祝的旅程中，卓玛对铁路和
铁路人的理解逐渐加深。在她的印象里，
铁路人热情细致，服务周到。她至今还记
得，第一次到售票窗口购买前往兰州的火
车票时，售票员不厌其烦地帮她查询车次
的情景。

在与车站站长李光成的聊天中，卓玛
得知车站经常有不会说汉语的藏族旅客乘
车，可车站职工都不会说藏语，这给车站的
服务带来不便。于是，卓玛主动请缨当车
站客运职工的藏语老师。

天祝县是个多民族地区，20 余万人口
中藏族占 97.14%，其中有些藏族群众既不
会说也听不懂汉语。铁路职工与藏族同胞
之间的语言障碍，成为影响客运服务质量
提升的重要因素。卓玛的出现，使这个问
题迎刃而解。

2014 年 8 月，卓玛开始给车站职工讲
授藏语，一年多来，她讲授了藏族的沟通交
流习惯、日常基本用语、民俗禁忌等方面的
知识，一些职工可以用藏语进行简单会
话了。尝到甜头的职工经常邀请卓玛过来
讲课，尤其是每年春运期间，卓玛会教大家
一些简单的藏语和当地习俗，提高服务旅
客的技能。

慢慢地，卓玛感到，自己在学校和课
堂以外，也可以发挥作用。于是，她在休
假期间，将自己的孩子托付给老人，到天
祝火车站当起“志愿者”。“春运期间旅客
比较多，传播藏族文化，帮助车站做工
作，我觉得挺有意义的，今后我会经常来
车站。”卓玛说。

车站客运人员告诉记者，今年已是卓
玛参加天祝火车站的第三个春运了，她已
累计培训车站职工 60 余人次，参加车站大
型活动 10余次。

天祝车站的

“编外职工”
本报记者 李琛奇

在内蒙古巴林草原大板车站，有位被
称为“热心大姐”的客运人员于洪玲。生活
中，除了操心 3 口之家，她还花很大精力照
顾患有精神疾病的兄长，但这并没有减弱
她服务旅客的热情。

“大爷，这个开口的大包我一定帮您缝
好，保您到家没问题。”2月4日，一位60多岁
的老人看着地上有大口子的大包满脸沮
丧。于洪玲发现后，边安慰老大爷，边仔细
地缝起来。大爷脸上逐渐露出了笑容。

“她当班时，一会给旅客倒开水，一会解
答问询，一会清扫卫生，没有闲着的时候。”大
板站的兰志霞说。由于列车多集中在夜间21
时至早晨8时到达，深冬的巴林草原寒风袭
人，最低气温达零下30℃，在户外待一小会
儿，手脚就要冻僵了，但她服务旅客的热情却
丝毫不减，对旅客付出家人般的关爱。

1 月 25 日 19 时，一对满脸焦急的夫妇
找到于洪玲，询问是否看到一位穿红色羽
绒服的女孩。这对夫妻解释说，女儿期末

考试成绩不佳，受到斥责后就负气离家出
走了。于洪玲理解二人的焦急心情，承诺
只要看见女孩来车站，就一定劝她回家。
21 时 10 分，女孩出现。于洪玲赶快上前
搭讪，从自己的女儿开始说起，讲父母盼女
成凤的愿望，讲父母失去孩子的痛苦心情，
女孩子深受感动，决定立即回到父母身边。

“宁可自己千遍苦，不让旅客一时难”，
这是于洪玲近20年客运工作坚持的服务信
条，她让“热心大姐”的称呼响遍巴林草原。

不 让 旅 客 一 时 难
本报记者 罗 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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