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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0日，河南省高速公路管理中
心航空港管理处尉氏西路政大队中队
长陈勇，倒在他热爱的工作岗位上，鲜
血染红了洁白的雪地，38岁年轻的生命
定格在除雪保通一线上。

倒在工作岗位上

因为当天下大雪，又是春运返程
高峰，按规定早上 8 点交接班的陈勇
提前带领 2 位同事上路值班。7 点 40
分，他们从值班点上路沿机西高速由
北向南巡逻。

当车辆行驶至机西高速周口方向
K61+800 公里处（开封尉氏县境内）
时，他们发现路对面一辆银色五菱面包
车发生单方交通事故（车辆撞坏在高速
护栏上）停在应急车道。陈勇立即下车
穿过护栏察看现场情况，2名同事随后
下车准备反光锥等设施，按流程处置
现场。

陈勇生前最后一次微信记录还原
了当时的情况。他向“机西高速路况信
息群”汇报的情况：4张事故车辆图片和
一段简洁文字，“机西高速K61+800东
半幅，发生单方事故，无人员受伤，无路
产，无危险品，无堵车现象”。这段微信
发送的时间定格在8点26分。

在尉氏县人民医院，王艳一家4口
仍旧惊魂未定。他们一家就是陈勇处
置的第一辆事故车司乘人员，当时从西
华去郑州，因为下雪路滑发生单方
事故。

“车子撞上护栏，感觉不太严重，因
为天冷下着大雪，我们一家就坐在车里
等待救援。”王艳说，陈勇过来后先是询
问情况，又给车辆拍照，接着就是劝离
他们去护栏外等待救援。

随后，王艳一家4口迅速撤离到护
栏外，陈勇随即拨打电话求助。8时30
分，“砰”的一声，一辆失控银色五菱面
包车撞了过来，车尾甩至护栏板上，车
尾上半部变形凸出，撞击到陈勇以及护
栏板外其他几名司乘人员。经尉氏县
人民医院全力抢救发现，陈勇的颅骨多
处骨折，胸腔多处器官破裂。王艳的女
儿距离陈勇最近，头部、胳膊等多处
受伤。

陈勇于 9 点 40 分终因伤势过重以
身殉职，其他乘客无生命危险。雪依旧
无声地下着，陈勇却永远离开了，令人
痛心。陈勇用青春鲜活的生命践行了

“路在心中”“心在路上”的铮铮誓言。

危险面前冲在先

陈勇，2005年参加工作，2015年调
任航空港管理处尉氏西路政大队任中
队长，负责道路巡查保通、路产安全等
工作，是高速公路路政系统的业务

骨干。
作为经验丰富的“老路政人”，陈勇

深知高速公路车辆行驶速度快、车流
大，哪怕一颗小石子都可能威胁到过往
司乘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特别是调
入航空港管理处以来，为建立起全线路
政电子档案，陈勇走遍了辖区内每个角
落，对所辖路段的每一个村庄、每一所
学校、每一个通道涵洞、每一条桥隧便
道都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尤其在恶劣
天气和特殊路段，他更是认真排查，从
不放过一丝安全隐患。

工作中，陈勇是一名有责任、敢担
当、讲奉献的好同志。业务能力强，工
作细心，每次交接班，他都会把未完成
的工作和注意事项交代得清清楚楚。
身为中队长，他身先士卒、一马当先，一
心扑在高速公路上，多次被评为先进工
作者和劳动模范。

同事郭艳超回忆说：“去年冬天，寒
风凛冽，我和勇哥在巡逻过程中，发现
因路面积雪造成很多车辆轮胎打滑无
法行驶。他立即下车，一个一个地帮助
司机往前推移动车辆。有几辆车是勇
哥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垫在车下，他
自己仅穿一件单薄衬衣在后面推车。”
最终，他将被困司机全部送到安全
区域。

平时，他不管工作忙到多晚，每天
总要询问队友：“你的工作检查了没
有？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情？”与他
搭班的同事都感觉很踏实。

陈勇经常对同事们讲，“在高速公
路上只要发生事故，都是大事故。咱们
平常执勤保通，工作再小心都不为
过”。有的同事和他开玩笑说，“勇哥，
你这路政干得时间越长越胆小了”。可
是，每当有极端恶劣天气或突发事件等

急难险重任务时，他又是那个最“胆大”
的人。陈勇时刻想着司乘人员的安危、
同事的安全，面对危险，他总是冲在最
先，走在最前。他常说的话总是那句：

“你们先别动，我去看看，有什么事再叫
你们。”

对待新同事，陈勇关心备至，帮助
新队员快速成长。在每天的道路巡查
中，他给新同事讲解操作规程，一遍、两
遍、三遍，不厌其烦地讲解示范，直至学
会做对为止。每当遇到有事故发生时，
他都是先设好安全区，然后边处理事故
边讲解如何能以最快速度让事故车辆
挪离到应急车道，保证道路通畅。

在同事眼里，陈勇是一个工作狂、
大忙人。他不仅要做好日常安全保通、
路况巡查工作，还主动抽时间帮助内勤
整理资料，独自承担队上巡逻车辆的维
修工作。“传、帮、带”，他的“徒弟”最多；
工作日志，他的签名最多。

无怨无悔守平安

生活中，陈勇是一个光明磊落、舍
己为人、高情远致的好兄弟。在尉氏西
路政大队这个大家庭里，是一位同事们
可以向他“掏心窝子”的知心大哥；是一
位乐于助人的实在大哥；更是一位肝胆
相照的侠义大哥。无论同事在工作上、
生活上有什么困难，还是在思想上有什
么想法，总喜欢跟他交流谈心。

由于队里年轻人比较多，大都是在
结婚、生子人生转折的阶段，经常会有
人找陈勇替换班，他总是来者不拒，尽
力帮忙。队员贾炳梁有些激动地说：

“勇哥是个热心肠，作为高速路政，确保
道路安全畅通，大队实行的是白夜轮班
制，但在勇哥身上好像并没有轮班区

别。”
无论自己是白班还是夜班，对于

队友们特殊情况下的调班请求，陈勇
总是有求必应，有忙必帮。他自己却
经常少则十几日、多则一个月不能回
家与家人团聚。遇到重大节日、重大
活动，更是无法保证休息时间。陈勇
常对同事说：“你有困难，我看见了就
一定会尽力帮你。”他是这样说的，也
是这样做的。

今年春节，陈勇又和往年一样，坚
守在工作岗位，始终奋战在除雪保通第
一线。他已经记不清自己有多少个团
圆佳节未能与家人欢聚。据事发当天
同行队员孙炳杰回忆，陈勇带着他和同
事淡靖早上 7 点多就出发上路巡查。

“一路上陈队长还在说，雪大路滑，路况
危险，巡查要更加仔细……当我们在处
理一辆撞到护栏的事故车时，陈队长让
我们站在后面，他独自跑到前面摆放安
全锥、布设安全区，就在这时，突然有一
辆失控的车冲过来……”孙炳杰哽咽地
说不下去。

陈勇始终信奉“真正的爱，应该超
越生命的长度、心灵的宽度、灵魂的深
度”。他把满腔的热爱，倾注在挚爱的
工作岗位，倾注在同事的身上，倾注在
无尽的漫漫长路。从事路政工作14年
来，陈勇处理了不计其数的交通事故，
救援了无数过往司乘人员。如今，他自
己却倒在了除雪保通、服务救援的路
上，他用热血谱写出河南交通人的英雄
赞歌，用生命讴歌新时代高速人的无私
奉献。

平安从来都不会从天而降，正因为
有无数像陈勇一样平凡而伟大的人，在
各行各业默默无闻地守护，无怨无悔地
付出，才有我们今天幸福祥和的生活。

舞龙是我国一项传统民俗
文化活动。每逢喜庆节日，人
们都愿舞起寓意祥瑞的长龙，
饱 含 着 民 众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祈愿。

在江西南昌，有一位痴迷
于 扎 制 龙 灯 的 工 匠 。 35 年
来，依靠祖传扎龙灯手艺，并
不断运用新工艺新技术，制作
出的“城南龙灯”不仅在国内
鼎鼎有名，还漂洋过海，卖到
世界各地。他就是江西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城南龙灯”
传承人史克滨。

今年春节前夕，记者来到
位于南昌市青云谱区青云谱镇
城南村的“城南龙灯”生产基
地。眼前所见，一片繁忙景
象。生产区内，工人们或缝制
背鳍、龙衣，或装饰龙身，或
赶制龙头，仓储区放着成排的
龙尾和龙头，等待最后组装；
在发货区，师傅们忙着打包，
通过快递发往全国各地和海外
市场。

51 岁的史克滨是这里的
当家人。他话语不多，但只要
一说到龙灯和舞龙，立马像变
了个人，神采飞扬，兴奋异
常。史克滨说，春节前后是一
年中最忙的时候，客户都等着
这个时候采购龙灯庆祝新春、
闹元宵。

城南村是个有着 700 多年舞龙历史的村落，每年春
节，村民们都集资购买龙灯，自发举行舞龙活动，几百年
过去了，舞龙文化依旧不变。史克滨的父亲是村里著名扎
龙灯高手，史克滨16岁起就跟在父亲身边打下手、学习
扎制龙灯，耳濡目染下，他对扎制龙灯有了特殊感情，立
志要将龙灯发扬光大。

上世纪90年代，史克滨“接班”制作龙灯，由于是
纯手工扎制，刚开始他每年只能扎制二三十条。到年底，
看着高兴而来的各路村民将龙灯一抢而空，史克滨有一种
说不出的满足感。

2000年，互联网刚刚兴起，头脑灵活的史克滨建立
了自己的龙灯网站。有了网络的帮助，史克滨的龙灯迅速
打开了市场，许多国外客户也通过电子邮件向史克滨采购
龙灯。最初，购买龙灯的客户大多来自海外的华人团体。
一位美籍华人曾在发给他的邮件中感慨地说：“我们终于
买到传统的中国龙灯了。”说起自己生产的龙灯走出国
门，史克滨无比自豪：“现在中国强大了，中华传统文化
有市场，除了华人华侨，许多喜爱中国文化的外国人也成
了我的‘粉丝’和忠实客户。”

为使传统龙灯走上产业化、规模化生产，2005年史
克滨成立了“城南龙灯”工作室，注册了“城南龙灯”商
标，2008 年“城南龙灯”被评为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第二年，史克滨又成立了城南龙灯实业有限公司。从
最早的小作坊，到如今有近百人的工厂；从最初的口口相
传，一年卖出20多条龙灯，到如今每年销售将近1万条
龙灯，史克滨依靠推陈出新的技术、稳定的质量、灵动的
造型，使古老的“城南龙灯”焕发出新活力。现在，每年
有20%的“城南龙灯”销往美国、德国、法国、澳大利
亚、新加坡等世界各地。陈如萍是美国新泽西州林登学区
的中文项目顾问，年前在史克滨工厂又买了一对龙灯。

“这龙灯是买给我的洋学生表演用的。中国舞龙在美国很
受欢迎，洋学生带着龙灯上街，街上不少车辆和行人都会
停下来观看。”陈如萍说。

生产有了起色后，史克滨一门心思扑在如何改进龙
灯的制作工艺上，不断创新制作技艺，生产工艺由早年
的粗放加工发展到现在包含模具、竹编、裁剪、缝纫等
100 多道工序的专业化制作。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
式，看到身挂 LED 灯的飞人表演，让史克滨非常震撼。

“我当即决定做一条会发光的龙灯。”说起当时的情景，
史克滨仍旧显得非常兴奋。有了想法后，史克滨立马买
来LED灯，焊接在电线上作调试，经过多次实验，终于
做出第一条灯光龙。传统龙灯与现代技术的完美融合，
让史克滨的“城南龙灯”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吸引了
大批顾客。

从龙头到龙身，由外观到内部结构，爱动脑、肯琢磨
的史克滨对多项龙灯制作工艺都作了改进。一条“城南龙
灯”拥有龙头外观、龙头结构、龙骨架、灯光4项专利技
术。以往邮寄一条竞技龙灯到欧美，需要 3 立方米的箱
子，花费7000元左右运费。现在经过改良后，只需一个
空调外机包装盒大小的箱子即可运输，费用也降为800元
左右。

“龙灯的重量减轻了，不仅可以降低运输成本，还有
利于龙灯的普及。”传统龙灯的龙头比较重，需要很强的
臂力才能舞动，史克滨制作的龙灯头很轻，挥舞起来很方
便，引得大批中外龙灯爱好者纷纷购买。

史克滨将传承、复兴中华传统文化视为己任，他制作
龙灯已不仅仅是为了赢利，更多的是为了让全世界都知道
中国龙灯和舞龙文化。“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更多人了
解舞龙，让中国龙舞向世界。”史克滨说。

29年来始终坚守作业标准，实现零
违章、零违纪、零事故。这是中国铁路
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娄底车务段冷水
江东站调车长杨卫华参加铁路工作以
来创造的安全奇迹。

从扳道员、连结员到调车长，一路
走来，杨卫华一直坚守在铁路调车作业
一线，付出了常人难以做到的努力，一
丝不苟、务实苦干、任劳任怨地坚守标
准。在他看来，按章作业是铁路职工的
天职，做到这一点，就能实现零违章、零
违纪、零事故。

干调车，学会容易学精难。为尽快
提高业务水平，杨卫华坚持“多学、多
问、多看、多做”。他认为，如果没有对
业务规章的透彻学习、对实操技能的完
全掌握，仅仅依靠体力是做不好调车工
作的。为此，他坚持学习调车理论知
识。《技规》《调标》《站细》……他一本一
本地学，一章一章地看，一条一条地记，
与调车工作相关的每一条规章都用红

笔详细标注、摘抄，并随身携带。上班
途中、工作间隙，一有时间他就拿出来
反复看、反复记。有时为了记得更牢，
他还要老婆当“考官”。

经过长期积累，杨卫华的学习笔记
达 6 万多字，每条规章都熟记于心，同
事们称他是“活规章”“土专家”。

冷水江东站主要担负本站货物列
车到发、解编及取送作业。专用线、货
物线多，作业复杂是该站调车作业的最
大特点。为实现安全精准调车，杨卫华
常利用工作之余徒步勘测路线，练习数
枕木、看道砟，细心观察股道边的参照
物，详细标记每条线路的长度、坡度、容
车数等数据。经过数千次练习测距观
速和默画站场示意图，他对每条专用线
的情况都了如指掌。

凭着扎实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
践经验，杨卫华练就了“规章一口清、观
距一眼准、连挂一把稳”的调车绝活。
1995 年，他以全段第二名的成绩通过
连结员考试；1996 年又以娴熟的技能
成为调车长。

近年来，随着铁路的发展，铁路技

术装备不断升级、调车机车几易机型、
规章制度多次修改，杨卫华始终保持着
第一时间学习和掌握新技术新规章，站
在技术变革的最前沿。同时，他在深入
学习和实践的基础上，还总结提炼出

“杨卫华安全调车法”和“调车作业七字
诀”，内容通俗易懂、简单易记，覆盖调
车作业的关键环节，被广泛推广运用。

“同杨卫华搭伙干活累，因为他一
定按标准作业，从不简化程序。但同他
一起干活也很安全，因为他绝对遵守标
准，不会出事故。”娄底车务段调车员刘
嘉意说。

调车工作，就是对南来北往的货车
作解体和编组，调车作业简单的一钩
活，至少需要执行6次呼唤应答、9道程
序、18条固定用语。29年来，无论白天
黑夜、烈日暴雨，杨卫华始终坚守“执行
标准一点不差，作业程序一个不少”，从
不简化任何用语和程序，共计完成呼唤
应答 120 多万次、作业程序 180 多万
道、固定用语400多万条，从不漏项、从
无差错，实现安全调车 20 多万钩、100
多万辆，做到钩钩按标准、辆辆无差错。

有人劝他，大家干完活了，都特别
累，不需要从头至尾再仔细复检了，稍
微看看就行了。但杨卫华却不认同。
他常说：“多看一眼防范风险，多走一步
防止事故。”这看似简单的话语，杨卫华
执行起来毫不含糊。他是这么说的，也
是这么做的，并且屡屡堵住安全漏洞。

2015 年 12 月份，冷水江东站厂矿
专用线进入集中到达高峰期，卸车作业
通宵达旦。25日凌晨4时，调车作业结
束后，杨卫华不顾疲劳，又仔细复检巡
查刚出厂的一组空车，发现其中一辆车
弹簧有点紧，及时处置，消除了一起将
一辆重车当成空车排出的事故隐患。

“任何情况下都要严格执行作业标
准，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心存侥幸。不清
不楚的活不干，不明不白的话不说，违
章违纪的事不做。这始终是我坚守的
作业原则。”杨卫华说。

29年来，凭着这种执着坚守，杨卫
华共发现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130 余
个，先后获得火车头奖章、铁路优秀共
产党员、全国铁路劳动模范，2016年获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中铁广州局集团娄底车务段冷水江东站调车长杨卫华创造安全奇迹——

二十九年的执着坚守
本报记者 王轶辰

生命，定格在除雪保通一线
——追记河南省高速公路管理中心尉氏西路政大队中队长陈勇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郭伟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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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克滨正在整理即将出厂的“城南龙灯”。
本报记者 刘 兴摄

从西华去郑州，因为下雪路滑发生
事故的车辆。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