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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勤机械师马佳佳：

冰点中夜行3万步，检修车厢40节

凌晨1点，当人们沉浸在梦乡时，长
三角地区最大的高铁动车“4S店”——上
海虹桥动车运用所检修库内灯火通明。
车上、车下、轮对、裙板……担当春运首
日检修任务的110余名动车组地勤机械
师正在紧张地忙碌着。

“J10 道 进 车 ，5062，重 点 加 强 检
修。”“车下3号、4号位检查完毕，车组状
态良好！”“佳佳，10车卫生间故障，请求
协助处理！”动车组地勤机械师马佳佳在
动车组车内和8条检修股道间穿梭，边检
修边接收同事反馈的信息。

春运期间，虹桥动车运用所每天需
对 70 余组“和谐号”和“复兴号”动车组
检修，保障上海虹桥站和上海站始发高
铁的安全正点。马佳佳所在的作业小组
由4名成员组成，他是作业组长，自1月
20日20点开始作业，他们4人还不曾停
歇过。

马佳佳主要负责车顶高压部件、
司机室设备、车内旅客服务设施检
查，以及车组动态试验。比如，一组动
车组的各种螺栓成千上万，必须对每个
螺栓的防松标记做检查，做到眼看、手
检，确认螺栓没有松动。一套检修流程
走下来要 2 个小时左右。“有时遇上冰
雪天，从北方来的车会结冰渣，需要
特别处理。”

凌晨2点，室内温度已降至冰点以
下，遇列车驶入检修库时，寒风也跟着
刮进库内，地勤机械师们如同身在冰窟
一般。“库房太大，没有空调，不过动
起来就不感觉冷了。我们一夜下来要走
3万多步，检修车厢40余节。不论下班
多晚，我们都必须把工作完成，不然睡
觉也不踏实。”马佳佳一边双手捂嘴一
边说。

春运中，虹桥动车运用所库内 14
条检修线将满负荷运转，能同时容纳28
组动车组检修，一组检修完开走再换另
一组，每夜要更换三批。“今年我们实
行新的检修模式，保障有足够多的车组
输送旅客安全回家。”马佳佳说。

高铁司机杨凯：

值乘1252公里，站站精准停靠

早上 5 点 40 分，徐州地区还笼罩在
一片漆黑的夜色中，身着笔挺工作装的
高铁司机杨凯已准时出现在徐州机务段
动车运用车间门口。春运首日，他将担
当徐州东开往宁波方向的G7589次列车
牵引任务。

进入派班室，酒精测试、交代途中注
意事项，查看司机手账、出勤凭条、运行
揭示、限速区段、办客车站……杨凯经过
出勤前严格的检查核对后，拉着统一配
备的行李箱向徐州东站出发。

6 点 35 分，杨凯登乘 G7589 次列车
驾驶室，把司机代码、车次号和列车编组
信息输入列控车载设备，并再次确认了
各个系统运行正常，每检查完一个设备
就喊一声“设备运行正常”。

6点52分，收到列车长“旅客上下车
完毕、请求关闭车门”的通知，杨凯迅速
作出回应，并手指口呼“确认机车信号双
黄闪”“确认出站信号”“车门关闭，到点
开车”。之后，他操作制动手柄“松开刹
车”，再小幅推动牵引手柄，G7589 次列
车开始从徐州东站驰出。

“ 出 发 进 路 信 号 好 了 、站 内 停 车
……”列车行进中，杨凯严格按照“眼看、
手指、口呼”的要求规范操作。“我们要做
到心、眼、嘴、手并用，每个作业环节必须
一次做对。”杨凯说。

“平稳操纵、精准对标”最能考验
高铁司机的技术和耐力。为了提高旅

客的旅行舒适度，杨凯对值乘线路情
况了然于胸，停车站附近的地道口、电
线杆都成了列车减速参照物。“停车位
置误差精确到厘米、停车时间差不超
过 10 秒”，宿州东、蚌埠南、定远……
G7589 次列车在一个个车站实现精准
停车。

为防止司机擅离岗位、打瞌睡等影
响列车安全行为，驾驶室操作平台下专
门设有小踏板。杨凯在驾驶中每隔 30
秒即踩一下小踏板。“超过30秒不踩，警
惕装置会报警，报警 10 秒后还没踩，列
车将自动紧急停车。我从徐州东站到上
海虹桥站的3个半小时运行时间内，脚踩
踏板500多次。有时睡梦中还会不由自
主的踩踩脚，没办法，职业习惯。”杨
凯说。

10点28分，G7589次列车准点到达
上海虹桥站，杨凯与另一名司机交接后

赶往休息室吃饭休息。14点10分，杨凯
又担当起上海虹桥至北京南 G142 次列
车值乘任务返回徐州东。

当天，“手舞足蹈”的杨凯值乘行程
1252 公里，“自言自语”1600 余句，精准
停靠 14 个站台，超过 2000 名旅客乘坐
由他驾驶的列车踏上回家之路。

配送小哥陈坚松：

急奔20公里，配送盒饭6000公斤

“陈坚松，D2281次14点40分到，需
补给盒饭 90 份。”14 点 10 分，温州南站
商品仓库，上海华铁旅客服务有限公司
配送小哥陈坚松接到调度下达的配送通
知，立即放下正在吃的午饭开始配送
工作。

温州南站位于甬台温、温福、金温客
专等线路交会处，是长三角地区铁路去
往东南沿海的咽喉要地，仅每天11点至
15 点时段，过路和始发列车就有 50 余
趟。为确保旅客能吃上新鲜有营养的冷
链盒饭，铁路部门在这里设置了冷链盒
饭“加油站”。

14 点 15 分，陈坚松拉着小推车进
入零摄氏度的冷链仓库，按照配送单上
盒饭品种、数量紧急配货，90份盒饭足
足装了4个保温箱。14点25分，与仓库
管理人员核对无误后，陈坚松再次拉着
装有保温箱的小推车，快速奔向指定的
3号站台。

“从仓库到站台有 1000 米，列车停
站时间只有两分钟，我们必须提前到达
指定位置等候。”陈坚松向着站台一路奔
跑，哈气在低温下形成白雾。“我工作棉
服里面只穿着一件秋装，穿多了要出汗，
不方便。工作棉服加秋装是我们冬季着
衣的标配。”陈坚松幽默地说。

3号站台旅客通道是一个长150米、
约 35 度的陡坡。“温州南站没有专用配
货电梯，每次配送我们都要迎坡而上，一
个人推车还是很费劲的。”陈坚松快速调
转小推车方向，改拉为推，小跑着利用惯
性将上百斤的车推上站台。

“应急配送的量不是很大，每天早晨
始发配送的量比这大多了，一般一车要
装5个到6个保温箱，一车重量达200多
公斤。”陈坚松擦着额头上的汗珠说。当
车站广播开始检票时，陈坚松已在指定
的位置站好，站台上的寒风让他的汗水
很快不见了踪影。

“始发配送加上临时紧急补货，今
天我和另一位工友每人要配送 20 多趟
车、6000 公斤左右的盒饭。每批配送
时间不到 30 分钟，所以我们一直处在
奔跑中，今天的行程估计要超过 20 公
里了。”14点40分，D2281次列车准点
到站停稳，陈坚松快速与餐车工作人员
办理交接。

“陈坚松，D2283次15点29分到，需
补给盒饭75份。”陈坚松身上的步话机再
次响起。“收到”，陈坚松快步返回，身影
很快消失在通道口。

1月28日清晨6点，个头不高、体
态略胖的史淑华早早来到站台。零下十
几摄氏度的气温下，她一边搓着手哈热
气，一边朝着列车驶进的方向张望，并
专注地听着站台广播播报列车进站
消息。

今年46岁的史淑华，是中国铁路兰

州局集团兰州客运段兰州至深圳西
K132 次列车长，在寒冷的站台上，她等
待着与即将到达兰州的 K131 次列车办
理交接。

6∶17，列车缓缓进站，史淑华目不转
睛地盯着从眼前驶过的每一节车厢，当
10号车厢缓缓驶来，史淑华的眼神里突

然有了一丝期待。几分钟后，乘务员杨
建国走出车门，他是史淑华的丈夫。

兰州至深圳西区间运行的 K132/1
次列车是兰州客运段担当运行里程最
远、时间最长的跨局列车，途经 6 个省、
单程运行44小时。3100公里的路途，来
回需要4天4夜。

“我把西红柿卤和菜炒好放冰箱了，
你路上买点面条，回家把菜热一热再
吃。”看着站台上的乘客逐渐散去，史淑
华赶紧走到丈夫跟前，办理“家庭交
接”。每次出车前，她都给丈夫做好饭。

“衣服洗好晾阳台了，记得收回来”“孩子
在家，让他少玩手机”……史淑华说着，
杨建国不停地点头，满脸柔情地对妻子
说：“放心吧，家里你就别操心了，路上照
顾好自己！”

几分钟后，史淑华与丈夫匆匆告别，
赶紧去找 K131 次列车长办理“工作交
接”。家长里短、柴米油盐，短短 6 分钟
站台相聚，史淑华和丈夫杨建国在这里

已经办理了7年“家庭交接”。
“客运工作就是这样，我们两口子都

习惯了，比起常年无法见面的双职工，我
们算是幸福的。”在聚少离多的生活和工
作中，性格开朗的史淑华看得很开，站台
成了他们夫妻二人生活和工作中最多的

“交集”点。
尽管夫妻俩在同一趟列车工作，但

是彼此分属不同的班组，这是他们“故
意”安排的。前些年，为了照顾年幼的孩
子，史淑华向车队提出申请，与丈夫走

“对组”，也就是丈夫走车、妻子在家，妻
子走车、丈夫回家，这样能确保有一个人
在家照顾孩子。

“那时候，孩子小不理解，总以为爸
爸妈妈故意不带他，自己却坐火车出去
玩。”回忆起那些年，史淑华的声音哽咽
了，在别人看来，一家三口周末出去游玩
是最平常不过的，但对于史淑华一家来
说，除非休年假，否则他们一家三口连聚
在一起吃顿饭都没法实现。7年中，联络
亲情的只有一款用旧了的手机和一串熟
记于心的电话号码。史淑华自己开玩笑
说：“孩子是双亲家庭单亲爱。”

根据工作安排，今年春节，杨建国所
在班组大年初一回到兰州，这意味着史
淑华将在初一那天踏上开往深圳西的路
途。“铁路人的工作就这样，为的是让更
多家庭能够团聚，我们已经习惯了。”史
淑华嘿嘿一笑，“今年 4 月份打算休假，
一家三口出去逛逛”。

连续下了几天大雪，
茅石岭已是一座冰山。在
一天气温最高的下午2时
许，湖南邵阳市城步苗族
自治县茅坪供电所所长邬
宗成和安全员杨焕池赶往
冰山，巡视10千伏茅黄主
线和雪花支线。

雪花支线坐落在海拔
1300 米的茅石岭上面。
一轮又一轮的寒潮，这里
的气温已急剧降到冰点以
下，极目远眺，白茫茫一
片。绝缘子有没有破损？
线路有没有覆冰？拉线有
没有松动？任何一点隐患
都有可能引发停电。雨雪
天气给电网安全运行带来
了巨大挑战。尽管茅坪供
电可靠率一直保持在99%
以上，但雪花支线能不能
经受住这场雨雪天气的考
验，邬宗成还是有些不放
心，他决定进山巡线。

这是一次针对高寒山
区微气象天气开展的特
巡。雪花支线全长只有6
公里，共计 71 基电杆。
但是线路途经区域沟壑纵
横，地形复杂。途中，要
穿越一个叫刨皮凹的地
方，这是一个位于山巅的
迎风口。风力 最 大 时 ，
人都站不稳。线路那端，
生 活 着 雪 花 村 1563 户
村民。

室外温度已是零下3摄氏度，一个个山坡被厚厚
的冰雪覆盖，蜿蜒盘旋的公路出现凝冻，稍不留神就可
能滑下路基。邬宗成小心翼翼地驾驶着汽车，冒着风
雪向前行驶。10千伏茅黄线主线全长约20千米，线
路的前半段基本沿着公路而建。汽车走走停停，主线
巡视倒也不算特别艰苦。到了112号杆塔处，雪花支
线从这里分支，线路背离公路方向，朝着山脊蜿蜒而
去。

“从这里开始，剩下的 6000 米线路就只能徒步
巡查了。”锁好车门，背上工具包，邬宗成和杨焕池
一头扎进茫茫山林。山上的冰层明显加厚，丛生的灌
木被晶莹剔透的雪凇包裹、覆盖着，根本看不到路。
两人用竹竿探路，一步三滑，有些地方需要手拉手才
能爬坡过坎。每走一步都异常艰难。夹杂着雪粒的冰
冷细雨还没有停下来，伴着刺骨的寒风落下，脸上如
刀割一般疼。零下4摄氏度的低温，似乎空气都被冻
住了，连说话的声音都在打战。走了不一会儿，从嘴
和鼻孔里呼出的热气凝成一层层霜花，冻结在他们的
安全帽檐下。眉毛也是湿漉漉的，搞不清是汗水还是
雪水。

沿途银装素裹，白茫茫一片。终于来到刨皮凹。
邬宗成观察到线路处于半覆冰状态，通过手机卷尺测
量出覆冰厚度是12厘米。这条线路是重冰设计，目前
的覆冰厚度没有达到除冰要求。继续走，继续检查。
6公里长的输电线路，他俩整整用了3个多小时才巡查
完。走到最后一基杆塔前，邬宗成和杨焕池长长地松
了一口气。此刻，他们又累又饿，索性在雪地里坐下
来，拿出又冷又硬的饼干，开始了寒风中的“野餐”。上
山前，他们把矿泉水焐在棉衣里，想着在山上能喝到体
温焐热的“温开水”。这一停下来，刚刚走出来的那点
热量迅速蒸发殆尽。一阵阵寒风袭来，吹透了棉衣，他
俩忍不住打起哆嗦。

还没吃上几口饼干，邬宗成的手机突然响了。供
电所值班人员转来报修信息，雪花村村民肖银河家停
电了，通知他俩赶紧去处理。

“走吧，任务来了。”两人从雪地上站起来，重新背
起工具包开始下山。赶到肖银河家时，夜幕已经降临，
天气越发寒冷。现场一检查，是肖家的刀闸保险丝烧
断了。他们马上更换保险丝，灯亮了！顾不上休息，邬
宗成和杨焕池迅速赶回供电所，开始布置晚上茅坪镇
里配电台区的夜巡任务。“我们不能有丝毫懈怠。因为
低温雨雪天气下，供电负荷会成倍增加，供电线路及设
备极易发生结冰、断线等故障。只有提前做好防控工
作，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安全可靠供电。”邬宗成目光
如炬地望着窗外，听着电视里传来“今夜最低气温降至
零下4摄氏度”的消息。他意识到，今晚又将是一个不
眠之夜。

看，春运中那些忙碌的身影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治国

家是港湾，亲人是牵挂。1月21日，一年一度的春运拉开大幕，预计今年春运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将

达29.9亿人次，亿万旅客向家的方向出发。在每一趟安全温馨的旅程背后，都有着无数忙碌的身影在奔

波，与列车竞奔，与时间赛跑，护送每一位乘客安全踏上回家路。春运首日，让我们一起去看看那些熟悉

的身影，听听他们忙碌的故事。

春运中的铁路夫妻——

六分钟的“家庭交接”
本报记者 陈发明 通讯员 何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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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冰卧雪的电力员工徒步巡线，24 小时监测冰
情。 （资料图片）

△ 深夜，虹桥动车运
用所地勤机械师马佳佳正
在检修动车组。

王 燕摄

◁ 徐 州
机 务 段 高
铁 司 机 杨
凯 正 在 全
神 贯 注 地
操 纵 着 列
车。
王志朋摄

▷ 配送小哥陈坚松
推着小推车为过往温州南
站的动车组列车配送盒
饭。 赵金爱摄

丛生的灌木被晶莹剔透的雪凇包裹、覆盖，电力工
人们用竹竿探路，手拉着手爬坡过坎，风雪中徒步巡
线。 （资料图片）

2月1日，一趟
数千公里的来回奔
波，让史淑华的腰
病复发，刚到站下
车，丈夫杨建国就
把一盒药送到妻子
手里。

马勇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