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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济铁旅服公司高铁随车保洁员高广平待旅客如亲人——

爱 干 净 的 高 姐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齐 慧 通讯员 王玉建

“高姐”早已成为列车上一道靓丽
的风景，但在众多“高姐”中，有这样一
个不为人注意的岗位——随车保洁
员。她们是一天当中进出卫生间最频
繁的人。近日，记者跟随山东济铁旅
服公司“90后”高铁随车保洁员高广平
的脚步，体验了一趟她的春运值乘
工作。

一趟值乘进出卫生间420次

早上 7 时，列车还没开始上旅客，
身穿红色制服的高广平已在车厢的卫
生间里安装卷纸。她今天值乘的是青
岛开往厦门北的G244次列车，这趟车
她负责 5 个车厢连接处的卫生，包括
洗手盆、电茶炉、过道、风挡、卫生间、
垃圾桶等区域。身高 168cm 的高广
平，走起路来脚底生风，曾经在练功比
武大赛中创造厕所轻度保洁1分57秒
的纪录，被同事们亲切地称为“守厕”
姑娘。

提前上车的主要任务是分拆备
品，卷纸、擦手纸、湿巾、坐便垫、已消
毒标签、垃圾袋、清洁袋、纸杯等近 10
种，组装扫帚簸箕、墩布等工具。一般
10分钟内高广平就可以完成始发站开
车前的全部基础工作。

此次值乘的列车总共运行 13 个
多小时，2043 公里，中途停靠站多为
旅游景点，每趟车旅客都超过1500人
次，列车共停靠站点中 7 个垃圾投放
站，日处理垃圾约200公斤。

拎动这些要投放的垃圾袋对这个
“90后”小姑娘是个挑战。“垃圾里最多
的是泡面桶、瓶子，里面都是汤汤水
水，一袋垃圾很沉，拎多了手腕和胳膊
经常抽筋。”

随车保洁工作要的就是“勤”字，
眼勤、手勤、腿脚勤。无论是路过哪
里，只要发现地面有个指甲盖大的小
纸屑，或者洗手盆有不干净的，垃圾桶
垃圾外露的，或者行李摆放堵住了过
道，高广平都会随手处理。

11时许，泰安站开车后，高广平和
搭档抽空吃了点面包算是解决了午
餐。她笑着说，“这样方便，也不耽误
旅客用餐”。

吃完饭没一会儿，她立即去巡视
卫生了。看到小桌板上有旅客刚用完
餐的空饭盒或者泡面桶，她马上征求
旅客意见：“您好，这个还需要吗？我
帮您带过去吧！”旅客微笑感谢。

走到垃圾桶前，看到垃圾桶盖上
有泡面佐料留下的油渍，高广平赶紧
用湿巾擦干净。“扔垃圾时，手要接触
这个盖子，我会注意用消毒湿巾把这
里清理干净，便于旅客放心投放。”

“但有的旅客还是觉得垃圾桶盖
脏，见到用脚踹开的，我会立刻用湿巾
抹布擦干净，算是用我的行动让旅客
明白这是干净的，设备设施应该共同
爱护。”高广平边走边收拾垃圾，“餐后
如厕的旅客比较多，我们就增加巡视
频次，尽量一客一清，确保卫生间地面

没有尿液、水渍，镜面干净、空气清新，
垃圾桶内的垃圾不超过容量的三分之
二”。

为了保证卫生间干净整洁，每 15
分钟就要清扫一次。5 个车厢连接处
共有7个卫生间，4个洗手台，5个大垃
圾桶，记者算了算，这趟车中间共停靠
27个车站，一天下来，高广平要从1号
车厢走到5号车厢，再走回去，至少60
个来回，进进出出卫生间约 420次；一
节车厢长 25 米，巡视 5 个车厢连接处
一个来回大概要走 400 步，全天下来
约24000步。

小工作里也有大智慧

“最忙的时候就是饭点，旅客把吃
剩的泡面常常习惯性地往洗手盆里
倒，调料和面漏下来，经常造成堵塞。
这种情况，我也有应变招数，利用旅客
喝完的饮料瓶子或纸杯拿来疏通洗手
盆，问题就能及时解决。”高广平常说
的一句话是，小工作里也有大智慧，每
一份劳动都值得尊重和认真对待。

在 8 号车厢连接处，一位年纪大
的旅客，进入残疾人卫生间时忘了手
动锁闭，高广平静静等候在卫生间门
口，有其他旅客要使用，她提醒里面有
人。“很多旅客对动车组一些标识不太
清楚，常常忘了关门，我就守在门口，
以免造成尴尬。”

14∶30，合肥南开车后，6号与7号
车厢之间的卫生间门口排起了长队，
刚刚被高广平收拾完的卫生间又变得
一片狼藉。“有时候刚收拾完，看到旅
客进去使用，我会记住，等他出来后，
我习惯性地再进去查看一下，恢复原
样，可能成了强迫症了吧。最无奈的，
就是有人方便后，在里面像洗澡了一
样，棚顶上、墙壁、地上全是水……这
需要多花点时间来收拾。”

记者发现，旅客方便之后，卫生间
很难保持原来的干净状态。卷纸拖到
了地上，尿液溅了一地，镜面满是水
渍，还有的没冲厕，难以入目……而面
对这样的情况，高广平挨个清扫，2 分
钟左右出来后，卫生间立刻焕然一新。

工作中高广平有她的小妙招。“主
要是使用消毒湿巾、抹布、刷子等工具
来处理。遇到问题应该找方法来解
决。”为了使抹布保持干净，高广平自
带一小瓶洗衣液，随时清洗，让抹布保
持气味清新。高广平手中的抹布有 3
种颜色，红色擦电茶炉，绿色擦墙壁，
蓝色擦地面。

春运期间，走亲访友的旅客难免
喝点小酒，经常有人在车上由于不适
而呕吐，高广平说起初自己也很难适
应：“旅客呕吐到厕所或洗手盆，用水
冲不下去，没办法只能用手掏，甚至吐
到了外面，最开始干这个工作遇到这
种情况，我自己也差点吐了，心情很复
杂。后来，我逐渐体会到这一岗位的
职责和重要，就是为旅客提供高质量
的服务，让所有旅客有洁净、亮丽、舒
适的乘车环境。渐渐地，我把旅客当
成家人，克服了心理障碍，一遍遍用专
用抹布擦拭，直到没有呕吐物为止。
还有的人怕脏，直接踩在座便上方便，
我会提示有一次性座便垫，并加强消
毒，也呼吁旅客爱惜公共设备设施。”

最感动莫过于旅客理解

在列车上工作时，一般都身处异
乡，高广平就把老人当爷爷奶奶，把大
妈大叔当父母，把年轻人当同学或弟
妹，真真切切地体会“待旅客如亲人”
这句话的真谛。

“每次出乘，也总能遇到待我像亲
人一样的旅客。比如：常常有旅客在
我打包垃圾时，主动帮我撑着垃圾

袋。去年春运，一位大学生模样的妹
妹下车时笑着和我说新年快乐，并执
意送我一包糖果……让我非常感动。”
高广平说，工作以来最感动的，莫过于
旅客的理解。

身为“90 后”，高广平在家很少干
活儿。作为本科生，当高铁随车保洁
员，很多人不理解，可她不以为然。生
活中有轻微洁癖的高广平，业余时间
最喜欢的事是拍写真，正如她微信朋
友圈的个性签名：“有爱，有生活，要自
信。美丽不止一面，心动不止一刻。”

13 个多小时的旅程，需要劳逸结
合。饭点后旅客大多在休息，这段时
间她们才能在乘务座上休息一会儿。
旅客多的时候，高广平将乘务座让给
补票的旅客坐，她标准地站在车厢座
椅的最后一排。高广平的眼里总有活
儿，看到车厢地面有些脏，她随手拿起
墩布将车厢拖一遍，拖地时还提醒旅
客“您好，麻烦收一下脚，谢谢”。

晚上 20∶46，终于到达厦门北站，
高广平和伙伴们开始打包，给下一个
班组整理垃圾袋、擦手纸、卷纸等备
品。到了退乘，她们坐上开往公寓的
面包车，高广平揉了揉腿。“再舒服的
鞋都会累。”高广平说，一天站立或行
走的姿态，腿脚难免浮肿。

今年是高广平工作以来的第三个
春运。2015 年来到铁路工作后，都赶
上了农历年三十当班，都是在外地和
班组一起过的。高广平笑着说，虽然
自己不能回家，但能够把旅客平平安
安送到家，很开心。

“我们的工作其实挺有意思的，
每天都有很多故事。我不会自卑。我
觉得只有自尊自爱，别人才会尊重
你。”高广平说，这个工作让她懂得团
队精神和责任担当，只有认真对待，才
对得起这个岗位，父母家人也才会
放心。

腊月里，位于山梁上的内
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阿令
朝村寒风刺骨。“第一书记”解
良在积雪的高地上眺望：集体
经济合作社的养殖棚圈、垂钓
鱼塘、旅游毡包、油坊面坊渐渐
成型，将阿令朝南村、阿令朝北
村、红卫村、水泉村4个自然村
落连接在一起。此情此景，令
解良心中涌起阵阵暖流。

2015年，解良从内蒙古自
治区党史研究室下来驻村扶
贫。刚来时，他看到村里有很
多门窗紧闭的破败旧屋，没想
到 285 户的阿令朝村只剩下
104 户人家，其中的 97 户是贫
困户。

“解良一来到我们村，没顾
上休息就开始工作。他每天骑
着自行车挨家挨户走访了解情
况。”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中
旗阿令朝村支书张三娃说，“我
当村干部快20年了，与下派干
部合作得不少，但说起来，要数
自治区党史研究室这一批下来
的驻村干部工作作风最过硬，
个个都是好样的。小解在农村
生活过，对农村情况比较了解，
对农村扶贫工作有思路、有能
力，而且很快就和阿令朝村的
男女老少混熟了”。

80 多岁的村民刘志女腿
脚有毛病，走路很慢，平时她还
在照顾神志不清的三儿子。“我
一天比一天老了，浑身上下哪儿都不舒服。”她和经常来家
里的解良唠嗑，“我还能陪他多久，对这个娃担心啊！”“您放
心，党的政策好，因病致贫、失去劳动能力致贫的，都有低保
兜底。只求您老硬硬朗朗地活着。”听说大娘有病也不去输
液，解良探问究竟。大娘说：“输啥液，花钱呐！”解良急了：

“不能扛着！您去输液，钱我管！”一段日子过去了，解良一
问，老人还是没有去输液，就请大夫上门为大娘治病。“3年
来，解书记就像我母亲的另一个儿子，隔三岔五就来家看
看，缺什么买什么，生病了就请医生来。老人怕输液，就买
回煎好的中药给老人喝。连我这个亲儿子都做不到这样！”
刘志女的二儿子李俊平说。

青年人大多都进城务工了，村里留守的基本都是老弱
病残。尽管有国家政策保障，村里人病有所医、残有所助、
生活有兜底的，但是对于正在加速衰老的农村，脱贫的成果
需要巩固，社保的包袱日益沉重。为此，解良四处化缘，为
阿令朝村争取资金。

争取来的资金怎么用？解良有自己的想法。他决定不搞
那种将钱分到一家一户的“立竿见影”模式，而是将所有资金
捆绑在一起为集体上项目，哪怕见效慢一点，但有后续力量。

在为老乡买胡油时，解良了解到榨胡油的利润是种胡
麻的几倍，于是就酝酿上一个油坊项目。在外出考察乡村
旅游项目时，他得知石磨面粉口感好价格也好，就琢磨着如
何帮村里上个面坊项目。在建设面坊油坊项目中，工地上
上万块砖头不翼而飞。解良顾不上生气，他抓紧一切时间
组织修建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的围栏。可巧的是，当年的项
目资金已用完，下一年的钱还无法提前拨付。解良硬着头
皮从老婆的“小柜子”借出两万元救急。

有一年，市场上羊肉价格大跌卖不出去，解良在为老乡
推销羊肉时想，能否使传统的养殖业转型发展？解良偶然
听说小黑驴浑身都是宝，而且赤峰乡间有“天上的龙肉、地
下的驴肉”的说法，驴肉不仅味道鲜美，而且驴奶粉、驴阿胶
价值奇特、价格骄人。二话不说，解良当即带领村干部直奔
赤峰，7天后就把84头黑驴赶回了阿令朝村。

由于几年不在家，解良的小孩学习成绩下滑了。他劝
妻子指导孩子时要更专注，温柔的妻子发火了：“再怎么说，
我还陪伴着孩子，你这个当爹的又做什么了？”对于城里的
家，解良心生愧疚，只能回到村里的“家”平复心情，他有另
一个“孩子”——阿令朝村。“如今的阿令朝村，集体经济正
在快速增长，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在者有其股’，每一位村
民都平均拥有集体经济的股份，现在每股已经溢价到 1万
元。其中，石磨面粉和乡村胡油已经面市，拿到了第一笔销
售回款 15万元。”一向低调的解良难掩自豪，“我们统一注
册了‘阿令朝’品牌，成立了察右中旗集体经济研究会，目前
已有64位‘第一书记’集结到‘阿令朝’品牌麾下”。

让解良没想到的是，他驻村周期结束时，静悄悄的村里
没有一人前来相送。回到机关才知道，5位村干部到自治区
党史研究室来了，集体请求解良留下，并拿出了57位村民要
求他留下来的请愿书。解良知道，请愿书上按下的满满一页
红手印，都是他握过的那一双双长满老茧的手按下的。驻村
3年多，多少委屈顷刻消融，解良的热泪头一回滚滚而下。

阿令朝村已经有36户贫困户彻底脱贫，全村人均收入
也由3年前的2600元增长到4600元。“我不知啥时驻村结
束，但我知道，这辈子，阿令朝村我是放不下了。”解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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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良（左一）考察村里的集体经济项目。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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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艺人房州平：

用“千层底”走出精彩人生
春节临近，江苏海安县城乡的一些传统手艺人

正抓紧制作各式布鞋，准备供应节日市场。手工布
鞋就是人们常说的“千层底”。海安县民间有春节穿
布鞋的习俗，寓意新年新鞋新气象。

手工布鞋以废旧棉布、棉线为原料，需要经过糊
布骨、剪鞋样、纳鞋底、缝鞋帮、绱鞋、楦鞋等十几道
工序。每双鞋的鞋底一般要粘二十几层布，纳制需
消耗棉线二十余米，缝制1000多针。与做衣服相
比，制鞋要精细得多，5毫米就是一个尺码，误差3毫
米，鞋子就会太挤或者不跟脚，因而需要手艺人有娴
熟技艺。

在海安县李堡镇菜市场一侧有个不起眼的布鞋
小店，门口的台子上、屋里和墙上摆放了各种小巧玲
珑的娃娃布鞋、时尚新潮女式方口鞋……今年56岁
的房州平是这个小店的主人，他每天从早到晚，一针
一线地缝制手工布鞋，这一做就是37年。

房州平是海安县李堡镇李堡村的普通农民。他
自幼左腿患有小儿麻痹症，4级肢残，行走困难，为
了生活，他克服重重困难，20岁开始拜师学习制作
手工布鞋。

几十年来，房州平练就了一手制作手工布鞋的
娴熟技艺。经他一针一线纳出的各式布鞋，吸引了
来自四面八方的顾客，还远销至周边乡镇及上海、苏
州、南通等城市。“靠着这些年卖布鞋的积蓄，我供孩
子读完了大学，并成家立业。”房州平说。

向中林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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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 高广平用红色的抹布擦拭热水器。通过使用不

同颜色的抹布，可以杜绝混用带来的尴尬。 齐 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