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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他们在“路”上

回家旅途温暖畅通
本报记者 郑 杨

“怎么办？我不小心把从广州南站

转车的联程票改签到了广州站，赶不上

回家的火车了！”1 月 25 日是北方的农

历小年，记者一早来到人潮涌动的广州

南站候车厅，只见旅客张先生心急如焚

地向一位身着志愿服的女孩求助。

女孩叫丁嘉怡，是广州南站客运一

车间一班领班，上午原本是她换班休息

时间，但她却穿上志愿服守在咨询台。

“建议您马上退票另找一趟车。”丁嘉怡

接过张先生的手机娴熟地替他操作，帮

他刷到了一张回广西的无座票。“太感

谢了！不然就不能准时回家了。”张先

生开心极了。

春运期间，每天数十万名旅客往来

广州南站，乘车、购票方面的问题层出

不穷，如何安抚旅客归家心切的情绪、

提供有效的帮扶，成了春运服务的重点

难点。广州南站畅通线上线下服务预

约渠道，并组织青年志愿者，在“初心服

务岗”、老人候车区、母婴室等区域为重

点旅客提供全程无忧的爱心服务。

每年春运，丁嘉怡都脚步匆匆地穿

梭在 5 个足球场大的候车厅各处，以客

运员和志愿者的双重身份为旅客提供

服务，至今已有 10 年。记者在采访丁

嘉怡时发现，她总是左顾右盼地快速扫

视着候车厅内的旅客。“这就是我服务

的‘秘诀’”，她指了指前方拖着大件行

李，正四处张望的老人告诉记者，“志愿

者不仅要当好‘放哨兵’，坚守在岗，让

旅客有人可问；也要当好‘侦察兵’，捕

捉每一位旅客的需求。”说完，她走到老

人身边仔细问询，随后一手搀着老人，

一手拿起行李，将老人送上了车。

在将一名轮椅旅客送上车后，丁嘉

怡看着络绎不绝赶回家过年的旅客，有

些动容。“今年不能回家过年，但一想到

这些对我来说仅是举手之劳的事，对很

多旅客来说却是雪中送炭，我就感到很

开心。旅客能顺利回家，比什么都可

贵。”丁嘉怡说。

丝路驿站春运忙
本报记者 李琛奇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兰

州北站地处西北枢纽，是路网型编组

站，衔接宝鸡、包头、成都、乌鲁木齐和

西宁五个方向。经阿拉山口、霍尔果斯

进出“国门”的中欧班列基本都要在这

里进行技术作业，这也让兰州北站成为

“一带一路”上中欧班列的新“驿站”。

1 月 24 日上午 9 点，“驿站”迎来今

天的第一位“客人”。值班员白圳升轻

点鼠标，一条白色光带闪烁，中欧班列

X8010 次的接车进路建立好了。

9 点 10 分，X8010 次列车在上行出

发场 4 道停稳。货检作业员何慧敏飞

速将整体装载情况“扫描”一遍。“中欧

班列开行距离远、时间长，中途发生货

物撒落渗透，不仅影响班列开行质量，

还会对线路上后续车辆造成危害，所以

要对货物装载情况进行检查加固。”

与此同时，负责车号作业的顾金轩

从司机手里接过两大袋货票返回作业

岗点，准备进行货票、编组、现车的“三

核对”。货物品名、到站、发站⋯⋯每一

张货票都要按编组顺序表检查核对一

遍，同时还要回放列车进场视频，与车

体车号进行核对。“可不能因为门票不

合适耽误中欧班列的行程。”顾金轩笑

着说自己是中欧班列的“检票员”。

而在 X8010 次列车尾部，列尾作业

员白羽再次核对车次、方向、机车号后

将原有的列车尾部安全防护装置拆下，

将刚从作业岗点提过来的新列尾装置

卡到最后一节车的提钩杆上。“列尾主

要是防止列车在运行途中‘丢车’，司机

可通过风压及时判断列车是否完整。”

换好列尾装置后，白羽与司机一起进行

了风压测试，确保列尾安装准确。

“新的一年希望到我们‘驿站’的每

一位‘客人’都能准时、平安到达目的

地。”9 点 40 分，白圳升开放发车信号，

X8010 次中欧班列风笛长鸣，带着对新

年 的 美 好 愿 景 ，继 续 向 目 的 地 驰 骋

而去。

慢火车跑出加速度
本报记者 马呈忠

沿 着 构 筑 准 噶 尔 盆 地 发 展 黄 金

线 的 乌 将 铁 路 ，一 列 列 加 速 奔 跑 的

保 供 运 煤 列 车 ，为 新 疆 经 济 社 会 源

源 不 断 输 送 发 展 动 能 。 然 而 ，在 乌

将 铁 路 准 东 北 站 新 疆 天 池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铁 路 环 线 上 ，运 煤 列 车 却 讲 究

“慢”行。

准东戈壁，寒风刺骨。不大的火车

驾驶室内，司机申彦军、副司机李金涛

协同配合，李金涛观察瞭望，紧盯铁轨

上的任何风吹草动，确保安全行车。申

彦军目视前方，双手各司其职，把控刹

车和油门操纵手柄，快速在 0 挡和 1 挡

间切换，一列由 54 辆敞车组成的煤炭

列车以 0.8 公里时速前行，实现装煤不

停车。

上万吨运煤列车要以 0.8 公里的时

速沿轨滑行，十分不易。遇到坡道，火

车司机还要提前调整手柄位置，聚精会

神，增加操作频率，才能让列车稳稳前

行。“慢是为了更快装车。”乌鲁木齐机

务段乌鲁木齐运用车间指导司机张佳

伟道出其中缘由。一开始，因列车速度

过快，出现敞车填装不满就已驶出装煤

位置的情况，只能让整列车回退后重新

装。如果速度过慢，过多的煤炭又会从

车厢溢出，造成浪费。

“经过大家群策群力和反复试验，

0.8 公里的时速是最佳装车速度。”张佳

伟 说 ，在 此 基 础 上 ，他 们 总 结 创 新 出

“0.8 公里环线装车法”，即在第一列敞

车装车时，等待中的第二列、第三列车

辆同步开展检查、封堵加固作业，第一

列装完，第二列即可进行装车作业，装

车效率和发运效率明显提升。

多 方 合 力 ，慢 火 车 跑 出 了“ 加 速

度”。乌将铁路是新疆铁路货运增量的

重要线路，是新疆乃至国家电煤保供行

动主阵地。新年这里更是实现“开门

红”，仅用 19 天，新疆铁路就实现货运

发送量超过 1000 万吨，达到 1022.11 万

吨，同比增长 13.6%。

国境线上守桥人
本报记者 马维维

气温零下 30 摄氏度，黑龙江省黑

河市的中俄黑龙江公路大桥上，黑龙

江黑河边境管理支队大黑河岛边境派

出所大桥警务室警员赵镭正和同事李

鹏沿着桥面巡视，通过望远镜查看桥

下江边的道路，关注着大桥周围的一

切变化。

中俄黑龙江公路大桥是中俄边境

上第一座跨江公路大桥，全长 19.9 公

里，其中黑龙江大桥主桥长 1284 米。

2020 年 4 月 15 日，黑河边境管理支队

大黑河岛边境派出所民警进驻，成为大

桥的“守桥人”。

沿着大桥周边巡逻一圈之后，赵镭

和李鹏回到执勤方舱，李鹏在电暖气旁

边暖手，赵镭则在监控屏幕前进行视频

巡视。突然，报警器发出尖锐的警报

声，李鹏迅速冲到监控台前，和赵镭一

起查找警报源，摄像头 360 度旋转，两

双眼睛死死盯住屏幕查找问题。发现

是“自己人”经过桥下，警情随即解除。

赵镭说，白天可以通过摄像头进行

误响排除，夜晚就要拿着探照灯去现场

查看。大桥周边地势开阔，桥上的温度

要比黑河市区低五六摄氏度，气温几乎

一直在零下 30 摄氏度以下。

从执勤方舱走到桥头，一个来回

至少要半个小时。记者跟随两位警察

走了一圈，刺骨的北风刮到脸上，就像

针扎一样疼。在这里执勤的警察们，

每 天 取 饭 、如 厕 、巡 逻 等 都 要 如 此

往返。

“大桥还没正式开通，我们的任务

是 严 防 偷 越 国（边）境 案（事）件 的 发

生 ，筑 牢 防 范 疫 情 输 入 的 第 一 道 防

线。”赵镭说，这里是防范境外疫情输

入的第一道关口，责任重大。“今天是

我们守卫大桥的第 645 天，这个春节，

我们在这里坚守，边境稳定了，大家才

能过好年。”

智慧车站暖人心
本报记者 李治国

智能售票、站区导航、刷身份证进

站⋯⋯历经一系列“数字化”改造后的

上海虹桥火车站，让乘客们的回家路更

显“智能”。同时，越来越多的旅客也细

心地发现，留在记忆中的虹桥火车站并

不只是“数字化”，还有人情的温暖。

“我们去年刚刚对第三售票处进行

了软硬件升级改造，整合售票窗口功

能，现已基本实现‘一窗通办’。”虹桥火

车站售票值班员周峰说。

记者注意到，改造后的售票处通过

大型 LED 电子显示屏、区域智能广播

和人工引导岗从“看、听、问、答”方面为

旅客提供铁路出行、防疫防控等讯息。

除了售、改、退业务窗口以外，还设有军

人、消防救援人员依法优先专窗和“心

尚”服务专窗，其中“心尚”服务专窗专

门为老年人和其他行动不便的旅客准

备了座椅。

“身份怎么核验？我年纪大了不太

会，你再帮我看一看。”年过半百的俞凯

早些时候没有赶上车，他在车站工作人

员的引导下来到第三售票处“心尚”服

务专窗，办理了改签并且买了回程车

票。再一打听，发现原来还可以帮忙注

册 12306 账号和身份核验。“本以为这

是个麻烦事，没想到只跑了一个窗口，

就把事情办好了。”

“我们会的可多了，除了简单的问

询，还需要熟练使用各种手机帮助旅客

注册 12306 账号，偶尔帮忙缝纽扣、带

小孩等，可以说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

通。”客运员荣清韵告诉记者。

人悦其行、物畅其流。越来越“数

字化”的虹桥火车站在更便捷、更智能

的同时，并没有忽略人与人之间的沟

通。周峰告诉记者，“数字化”改造是

增强“为群众办实事”的能力，是为车

站宾至如归的贴心服务插上翅膀，“智

慧+温情”才能让人民群众在乘坐铁

路出行过程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巡线路保一份光明
本报记者 耿丹丹

对于新疆塔城地区托里县老风口

供电所的工作人员来说，脚下深深浅浅

的雪，是他们冬季最常走的路；耳边呼

呼而过的风，是他们四季常听的声音。

7 位工作人员，守护着 516 公里供电线

路、3591 户居民用电安全。

夏战酷暑，冬战风雪。“一年四季，

没有闲的时候。”老风口供电所所长王

旭告诉记者，供电所管辖的范围均处在

风区，而风区线路容易发生故障，巡线

是重点工作之一。

每年春节，供电所会组织开展特

巡，对管辖线路逐杆、逐个进行巡视。

“风区的雪最深时能达到 60 厘米以上，

根本看不到路，有时候骑马也不行，只

能靠人走。”王旭说。

位于巴尔鲁克山不远处的加玛特

村曾是多拉特乡重点贫困村，从村里延

伸而出的 3 公里线路，是供电所特巡的

重点线路之一。“这里的线路从村里一

直延伸至山脚下，风大，雪厚，只能靠人

巡。”与王旭一同巡线的夏特克·别地力

汗说。

巡线途中，每路过一根电线杆，王

旭都会仔细查看电线杆是否有倾斜，再

拿起望远镜观察高处的电线是否有裂

纹，扎线、金具有没有缺陷。一旁的夏

特克则要用手机进行记录，有问题及时

登记上报，方便后续维修。“50 米一个

杆子，每天大概要巡查 100 多个杆子，

差不多 5 公里路程。”夏特克说。

据夏特克介绍，在他十几岁的时

候，老风口还没有供电所，那时候，一停

电就是一两个月。如今，就算遇到停

电，抢修最多也就几个小时。夏特克

说，这份工作虽然辛苦，但是能为自己

家乡的人保电，让他感觉无比自豪。

今年是王旭在供电所度过的第五

个春节。“虽然不能和家人一起吃团圆

饭，但能给千家万户送去光明，让他们

安心地吃团圆饭，我们供电所的员工都

觉得很值得。”

广州南站客运

员丁嘉怡（前左）正帮

助旅客网上购票。

本报记者

郑 杨摄

中国铁路兰州

局集团有限公司兰

州北站车号员与司

机进行票据交接。

本报记者

李琛奇摄

黑龙江黑河边

境管理支队大黑河

岛边境派出所大桥

警务室警员在中俄

黑龙江公路大桥上

执勤。

本报记者

马维维摄

新疆塔城地区

托里县老风口供电

所工作人员在排查

线路安全问题。

本报记者

耿丹丹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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