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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乙未大年初一，侯西铁路上的四等

小站乔子玄车站格外繁忙。每天只有一趟

“绿皮小慢车”停靠，上下旅客并不多，呼啸而

过的是满载“黑金”的煤炭列车。

侯西铁路是我国中西部重要煤炭运输

通道，年运量超过 1 亿吨。位于陕西渭北高

原的西安铁路局阎良工务段乔子玄养路工

区担负着侯西铁路 10 公里线路维护工作，

由于当年机车牵引需要，线路在这里转了个

弯就像“灯泡”形状，大家亲切地称之为“灯

泡工区”。

由于曲线半径小于 350 米，钢轨侧磨十

分严重，平均 10 年的维修周期，而这里的钢

轨不到 2年就要更换，工作任务十分繁重。

工区班长王宏博是第二代养路工。1996

年，他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来到工区，

一干就是 19年。

从最初的土窑，到砖窑，再到如今崭新的

红砖灰瓦平房，乔子玄工区走过了 44年。

退伍女兵赵海燕 1988年来到这里，27年

驻守黄土地，如今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新年

假期，赵海燕还有个重要任务，为当班的职工

做饭。大年里伙食团的“大师傅”回了家。27

年来，她的春节就是和工区同事们在一起。

90 后小伙儿王伟大学毕业后来到乔子

玄。母亲放心不下，从遥远的家乡来看他。

看到站区条件艰苦，儿子一身油污满身泥，不

由的哭了起来。如今，王伟已经能够独立带

领职工作业。今年，是他在岗位上度过的第

三个春节。

再 过 8 个 月 ，乔 子 玄 工 区 就 要 被 撤 销

了。新建黄韩侯铁路取直绕行乔子玄。而王

宏博们，将被重新编组，永远的离开乔子玄。

乔子玄工区地处偏僻，从最近的车站下

车，还要步行 2 个小时，沿着蜿蜒的小路，深

入腹地。每年大雪封山，职工们的买菜吃饭

成了大问题。

然而，工区的 10名职工总是不舍。44年

的驻守，有眼泪更有深情。乔子玄的最后一

个春运，10 名职工在节前围在一起，提前吃

了一顿属于他们自己的年夜饭。他们想将关

于乔子玄的记忆永远的留在心里。

在工区不远的黄土高坡上，王伟拿起口

琴又吹起了那首《信天游》，从独奏到合唱，陕

北汉子的激情响彻山谷。铁路人坚守大山的

故事，还在继续。

10 个人的 44年
□ 牛长玲

安康机务段检修工人技师牛建军，在机

车钳工岗位上一干就是 27年。他不苟言笑、

慢条斯理，他好思考琢磨、好钻牛角尖，2013

年他发现机车车钩的钩舌推铁形状奇特、测

量方法复杂且不准确，用了 2 个周末研制出

“钩舌推铁限度测量规”。2014 年他发明的

系列“机车制动器间隙测量尺”被批量生产

并作为机车随车工具，他的名字也被刻在工

具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建军制造”，这个段

还以他的名字命名成立了“建军”创艺站。

近年来，“建军”创艺站的成员们自行创

制出“机车车钩高度测量尺”“撒砂支撑管拆

装器”等 18 种检修工具，极大地提高了机车

检修效率和作业质量，为机车跨局长交路轮

乘、春运安全提供了优良的机力保障，而且

带来了节支百万余元的经济效益。

“创艺达人”牛建军
□ 刘俊峰

“一只瓶子装满油后，连瓶共重 950 克，

倒去一半油后，连瓶共重 550 克，瓶重多少

克，油重多少克，像这样的数学题，对于我

们老年人来说，真给孩子不好讲。”雷陆楠

的爷爷听完志愿者为孩子出色的讲解后高

兴地说。

新丰镇机务段职工遗属雷陆楠的父亲

因公去世后，雷陆楠一直由爷爷奶奶照顾。

该段组织新分来的应届大学生职工开展“一

帮一”义务家教活动。

近日，该段的 4名志愿者，来到他们帮助

对象雷陆楠的家中，服务小分队有的为雷陆

楠辅导功课，有的帮助雷陆楠的爷爷奶奶整

理家务，擦玻璃、换煤气，干的不亦乐乎，老

人们望着这群忙上忙下的志愿者，脸上洋溢

出幸福的笑容。

他们还组织对全段火车司机家庭情况

调查了解，特别是对家庭困难、缺乏照顾的

职工家庭进行重点掌握，并建立个人档案，

成立青年志愿者服务队深入职工家中，解除

火车司机的后顾之忧，使他们全身心地投入

铁路运输工作中。

“雷锋哥哥”来了
□ 于 海 朱战军

宝鸡电务段综合检修车间继电器工区是

个名副其实的“女儿国”，11 个人的工区清一

色是女职工，承担着宝天、宝成、宝中、陇海、

西平、高铁 6条线路，84个车站电务机械室内

所有的上万台继电器维修任务。

如果说电源是电务信号设备的“心脏”，

那么继电器就是电务设备的心脏跳动的“开

关”，每一次道岔转换、信号开放、列车通过，

都要靠无数继电器的协调动作来完成。任何

一处继电器出现问题，就如同“血脉”堵塞，就

会给列车运输带来影响。尤其是春运期间，

增开不少客车，给电务设备带来了严峻的考

验，继电器的运转更是频繁，当然检修的任务

也就无形中增大了许多。

长期以来，这些“女儿国”成员养成了

“火眼金睛”功能，拿起一台继电器，定睛一

看，大概就能判断出哪几组接点不好、需不

需要调整或擦拭，大多八九不离十。2014

年，她们检修继电器共计 10194 台，继电器

故障率减少 50%，这群“女儿国”成员，用女

人们特有的细腻韧劲，撑起了信号安全的

“一片天”。

“女儿国”撑起信号安全“一片天”
□ 焦 键 宋亚玲 冯建博

陆刚、陆深是一对父子俩，同在西安车务段

工作，父亲是该段窑村车站站长，儿子是商南车

站助理值班员，今年春运是父子俩并肩作战的

第一个春运。

父亲陆刚，从业 30余年，平时少言语，但对

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素以业务立身，在车务段的

技能比武中屡屡获得好名次。儿子陆深，入路

仅一年有余，却以踏实上进、勤奋好学的态度赢

得车站干部职工的一片赞誉。在全局接发列车

技能比武中，一举摘得助理值班员实做单项第

一的好成绩。

今年春运中，父子俩都很努力，大年三十晚

上，陆深当班期间遇到一件紧急问题，父亲了解

情况后，三言两语遥控指挥后就解决了，这给陆

深留下深刻印象，打这以后，陆深更加注重自身

的业务学习，“谈业务”成为他们最常说的话题，

儿子遇见不懂的问题最愿意找父亲，而父亲面

对儿子层出不穷的问题，也是不断学习充电。

春运战场的“父子状元”
□ 焦 键 芮 涛

“我的手套又张嘴了，几个小兄弟争先恐

后往出挤，真难为它们了!”“谁说不是呀，我的

大拇哥也挤出来了……”新丰镇站二场排风

岗位上几名间休职工不时传出阵阵笑声。

春运以来，衔接六个方向的新丰镇车站

每日接发客货列车达 572 列，日均仅解编货

物列车就达 332列 15710辆，职工们平均每分

钟就要对 11辆车进行解编作业。据统计，该

站上下行到达场的调车排风人员，每人每班

平均要对 11 列 500 余辆车进行作业，按每辆

车摘钩、拉风及复检作业各一次，就需弯腰伸

手 5500 次，较大的工作量使他们所佩戴的劳

动保护用品三五天就需更换。

春运中，该站全体干部职工坚守岗位、尽

职尽责，全力落实作业标准，确保着一列列客

车的安全通行、一列列货车的高效解编，当笔

者问及他们苦不苦、累不累时，该站调度员吴

宏斌笑着说：“既然选择了铁路，就应明白坚

守的意义。”

春运中的坚守者
□ 白 春 梁 颖

茫茫秦岭，逶迤蜿蜒，宝成铁路沿嘉陵江

河谷穿过山地，连通南北。西安东车辆段宝

鸡动态监测车间秦岭班组便坐落在这群山环

绕的大山深处。2015 年春运，秦岭班组工长

董小龙带领班组 17名职工坚守在这里，为山

区铁路春运安全筑起了一道安全屏障。

春运伊始，班组管辖的秦岭探测站设备出

现故障，工班人员几乎全体出动，才排除了故

障。故障虽然最终排除了，但也因故障处理方

法不当、故障延时较长而受到了上级领导的批

评。这件事使董小龙深深的认识到，工作单凭

蛮干是不行的，于是，每次故障处理他都身先士

卒，每次故障处理结果他都要进行深入分析。

通过不懈的摸索和提炼，“一判断、二准备、三排

除、四确认”四步故障处理法应用而生，成为设

备故障快速抢修的制胜“法宝”。在董小龙的带

领下，秦岭班组在今年春运期间设备优良率达

到98%，有力保证了春运列车安全。

董小龙：倾情守护宝成线
□ 胡小文

李宝金，铜川车务段铜川南站党总支书

记。从事铁路运输工作三十多年的时间里，

始终将责任放在第一位，先后获得了全路“优

秀共产党员”“全路技术标兵”“全国劳动模

范”等荣誉称号。

在管理上李宝金坚持思想一致、步伐一

致，处理问题时原则一致、标准一致，对发生“两

违”的职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用制度约束职

工、用感情凝聚职工、用个人行为带动职工。今

年春运中，他发现一名助理值班员作业中穿着

大衣，行动十分不便，影响人身安全。经了解是

小棉袄未及时配发，他立即脱下自己的棉衣送

给职工。不论在哪个站从事管理工作，他对职

工的性格及家庭情况都了如指掌，善于用不同

方式和职工交流，稳定队伍、凝聚合力，筑起了

一道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奉献铁路的全国劳模
□ 黄胜立

3月 2日，春运进入节后返程高峰。西安客

车车辆段安康运用车间乘务员李彦海和儿子李

健正在 K3道进行列车始发作业。

李彦海今年 59 岁，是一名发电车乘务员；

他的儿子李健，是一名车辆乘务员，父子俩同时

担当 K261次列车的值乘工作。

凌晨 5 时 20 分，父子俩各自走上自己的工

作岗位，李彦海师傅在车辆尾部担当发电车乘

务员，李健则在机车后部担当检车工作，一列车

的长度隔开了父子俩。列车开动后，李彦海就

开始对柴油机组的运行情况进行检查，发电车

里的 3台机组、30多块仪表检查下来，就得花上

近半个小时。而这样的检查，平均每半小时就

要重复一次。

说起正在机次值乘的儿子，李彦海满满的

全是赞扬。虽然与儿子在同一个包乘组，但却

只有退乘了才能相互见上一面。李师傅说他们

一家祖孙三代全是铁路职工，今年是自己第 41

年的春运，也是最后一次参加春运工作了，自己

一定要认真站好最后一班岗。

父 子 千 里 走 春 运
□ 白 春 王 霄

立春后的陕北，寒风依然凛冽，3 月 9 日

凌晨 5点 15分，黑漆漆的街道上，李兰齐像往

常一样，向着目的地延安车站出发。

李兰齐，今年 48 岁，是绥德供电段延安

北电力工区工长。该工区共管辖从甘泉至延

安北间全部低压电力设备，其中有 30%以上

的设备分布在隧道里，最长的隧道达到 10多

公里，同时，工区地处渭北高原，冬季早晚温

差大，最低温度达到-20℃以下，给设备安全

运行带来严峻的考验。

春运期间，李兰齐每天总是第一个到达

工作岗位，制定设备检查计划，坚持对沿线重

要用电情况进行电话查询，每周对重点电力

设备检查监测情况进行分析、调试，切实确保

春运供电安全。

春运开始以来，李兰齐带领工区职工累

计检查重点设备 1300 余人次，发现处理设备

缺陷 25处，有效的确保了设备的安全运行。

供电设备的“安全使者”
□ 郭胜晓

徐晓英，新丰镇车站信息科长，由于广泛开

展技术攻关，亲自主持并参与了十余项科研项

目及百余项小改小革的研发攻关，被大伙称为

蓝领专家。

作为西部最大路网性编组站的新丰镇车

站，为进一步提升运输生产效率，今年春运前

期，车站对设备进行了系统性的改造，徐晓英针

对信息科技设备保安促效作用的发挥，深入结

合安全生产需求，广泛组织技术人员进行技术

攻关活动。针对调车机作业安全，及时研发了

固定脱轨器报警防护系统，实现了调车机作业

人机互控、自动卡控，有效解决了长期存在的调

车机作业安全隐患。

在技术攻关中，徐晓英还组织技术人员成

立了“徐晓英 SAM 系统先锋队”，总结梳理出了

“六个一”工作法，为车站的安全生产和经营效

益起到积极作用。徐晓英先后获得了“中国五

四青年提名奖”“全国巾帼英雄”“陕西省劳动模

范”等 20余项荣誉称号。

蓝 领 专 家 徐 晓 英
□ 李亚刚

王东顺是西安客运段烟济车队的一名列车

员。今年五十多岁，参加客运工作已经三十多

个年头了。别看他站在人群中不起眼，但他却

有一个响当当的外号——春运“专业户”。

每年春运担当加开客车值乘任务，老王总

是一马当先。从班组组建到人员培训，从车底

装车到始发开行，从途中盯控到终到作业，他总

是尽心尽责，从来不言苦与累。由于春运加开

客车多，对列车员的需求量大。每年春运，铁路

局都会抽调其它单位的职工增援到列车员岗位

上。因为这些人大多都没有从事过客运工作，

在为旅客服务的过程中，面对旅客不理解时，他

们也充满了委屈。这时，老王会像父亲一样与

他们谈心，讲述自己多年来对客运工作的理解，

谈自己的工作经验和心得，一句句恳切的话语

引导着大家对客运工作的理解。帮助大伙儿适

应岗位，更好地为旅客服务。

列车上的春运“专业户”
□ 焦 键 张秀丽

3月 9日开学第一天，安康东站刘路家迎

来了一位特殊客人，这个有着一双清澈眼睛

的男孩叫陈凯，是刘路五年前的一个偶然机

会，在安康市汉滨区张滩镇的一群小学生里

认识的。

就是这个的孩子，家住深山，父母外出打

工，上学需徒步 3 个小时，翻越两道山梁，于

是他每次回家背一小袋大米和两罐咸菜，一

周的口粮就解决了，即使这样他年年学习成

绩仍名列前茅。

刘路被孩子的乐观和进取深深感动，他

开始利用工余时间走访安康周边的一些乡

镇，每次去的时候，他都会带些文具、食品和

日常生活用品。从那时起，他开始思考，仅凭

一己之力，对那些贫困的学生只能是杯水车

薪。于是他想到了互联网平台，他把孩子们

的生活、学习状况，以图文形式发到安康论坛

爱心版面，得到了社会爱心人士的大力支持，

纷纷捐钱捐物，刘路便趁热打铁，利用 QQ

群，论坛等宣传阵地，组建了“爱心阳光”团

队。截至目前，“爱心阳光”团队已发展 80余

名成员，先后前往安康周边贫困地区中小学

校 20 余次，为 5 个乡镇的 300 余名贫困学生

捐赠物资 4万余元。

刘路家来了“不速客”
□ 于 海 陈 勇

刘玲，安康工务段巴山工务车间的一名

研究生。2012 年刘玲研究生毕业，放弃沿海

城市舒适的环境，选择留在交通闭塞、环境艰

苦的大巴山，来到巴山后，刘玲每天早出晚

归，学业务，钻技能，短短一年多来工作笔记

就有 2万余字。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激发了她无限的创

造力。段上也专门在巴山以她名字命名了

“刘玲工作室”，由她带领新分配的 40余名大

学生，发挥专业优势，进行“安全风险技术方案

设计”和安全技术难题攻关。针对区段铁路

翻浆冒泥病害频发问题，她带领大学生多次

到现场走区间、探隧道测数据、画图纸做设计，

进行典型设备病害现场勘测和整治方案设

计，用了近两个月时间研制出隧道渗水导流

器，有效解决了单侧沟隧道边墙渗水难题。

同时，她还主动传授仪器测量、电脑绘图、方案

设计等方法，帮助工友掌握先进的养路技术，

带头开展技术攻关和创新，有效提升了青年

大学生的业务素质和技术能力。据统计，“刘

玲工作室”已累计完成施工方案设计29项，其

中5项投入运用到了实际工作中。

让梦想在巴山绽放
□ 白 春

在有着“火车4S店”之称的宝鸡机车检修

厂，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专门从事机车高、

低压电器配件检修工作，一根根密密麻麻、错

综复杂的导线在他们的巧手“编织”下，错落

有致地联接在电器屏柜上，犹如指挥机车运

行的“神经中枢”，保证机车运行安全。

在这个岗位上干了十多年的女检修工

路红，是班组的“元老”，对各种车型的低压

柜的配线情况更是了如指掌。多年的经验，

使她单看线号就能判断出接线的分布用走

向情况，她说每天从手中压接过的线头就有

近百个，一旦一个线号或一根线头出错，就

会前功尽弃、重新返工。所以，必须将各个

接线的型号、材质及颜色等熟记于心，才能

优质高效地完成配线任务。

在机车检修战场上，像屏柜检修工们一

样默默奉献的职工还有很多，他们虽然不在

春运一线，但保安全、保畅通的任务却很艰

巨，责任重大。

铁路“后勤兵”的春运情
□ 赵选团

“呜呜……”又一列火车从西安火车站安全

驶出。“上行列车接近，快下道。”在防护员的呼喊

下，苏平安拿着扳手快速地走到路肩列队迎车。

苏平安今年 55岁，是西安工务段一名巡道

工。今年 11月就要光荣退休了，这也是他的最

后一个春运。春运期间，西安火车站接发列车

作业量大，每天有 180余趟列车在站停开，全站

99 条股道，共 148 组道岔，螺栓加起来有 50 多

万个，老苏都要一个个仔细检查。每天他要在

线路上行走 10 多公里，弯腰上千次，跨越枕木

近两万根，这对已经 55岁的苏平安来说可不容

易，但他却一点也不马虎，熟练地处理着每一处

设备隐患。

“今年就要退休了，这也是自己最后一次奋

战在春运第一线，自己辛苦点没关系，只要旅客

能够安全到家，那就是我们这些春运幕后工作

者最大的欣慰。”苏平安说。

巡道工老苏的最后一个春运
□ 焦 键 李一安

李雪如，一个 1989 年出生的小姑娘，延

安火车站一名客运员，今年参加了她海归回

来的第一个“春运”。

2013年，李雪如从荷兰毕业回国，毅然来

到了红色革命圣地延安工作。来到延安火车

站后，李雪如被安排到客运服务岗位工作，她很

高兴也很珍惜这个岗位。日常中，她知道，作为

一名服务旅客的工作人员，仅有服务的热情是

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有良好的服务技能

及业务素质。她积极学习业务知识，熟练掌握

了延安车站各趟车的到开时刻，她善于总结服

务技巧，总结出了“以服务为服务”向“以旅客为

中心”的服务旅客工作法，她的工作业绩不仅得

到了广大旅客的好评，也受到了车站领导、同事

的认可。今年春运，也是李雪如人生中的第一

个“春运”，当问及她春运服务的感受时，李雪如

深有体会地说：“干什么工作不重要，有梦想哪

儿都是彼岸，只要自己喜欢、开心就好，每次看

到旅客的微笑，我的内心都很开心。”

有梦想哪儿都是彼岸
□ 白 春 贾玉涛

3月 5日，中国传统的元宵佳节。而在西

安动车段检修库内到处依然是忙碌的身影，

在这个“动车 4S 店”内，每天晚上遍布着 200

余名检修动车的修车人，负责对运行了一天

的动车组进行全面的检修。

当日 18 时 30 分，一对 80 后“动车夫妻”

早已来到了各自岗位。张园是动车信息管理

员，负责查看动车组入库时的监控图像、温度

数据，并对疑似故障信息进行统计，丈夫龙海

滨是一名检修工班长，整夜穿梭在一列列动

车之间，盯控班组职工的检修质量，并配合做

好各类动态试验。夫妻二人虽然同在检修库

工作，但由于工作性质不同，一个晚上下来根

本见不上一面。今年春运，随着西宝高铁动

车组公交化开行和大西高铁的运营，西安铁

路局管内乘坐动车的旅客比往年大幅增加。

为全力做好动车组检修工作，西安动车段像

这对坚守岗位的职工还有很多，也正是他们

的坚守换来了千万旅客节日里的安全出行。

80后“动车夫妻”的元宵夜
□ 焦 键 王曙天

3 月 7 日清晨 8 时许，在汉中车务段汉中

车站，客运值班员周亚玲的儿子檬檬给妈妈

送来了早饭，可是 1个小时过去了，他都没机

会和妈妈说几句话。

春运期间，周亚玲总是来回在站台间穿

梭、扶老携幼和解答旅客的疑问。在服务旅

客过程中，她有效总结出以亲切、亲和、亲情、

亲热、亲善为核心的“5Q”（Q，“亲”的首拼）

服务法，积极为旅客们提供优质服务。为了

提高服务水平，她主动请教礼仪培训师、移动

客服，编排了“汉水情”客服礼仪操，她还和职

工们精心策划除夕、元宵节活动，让远行的人

们感受到家的温馨。

周亚玲的“5Q”亲情服务
□ 白 春 穆 英

西安客运段上海车队认真落实西安客运段上海车队认真落实““七个一七个一””服务工作要求服务工作要求，，结合线路特点从细微入手结合线路特点从细微入手，，先后推出先后推出““列车导示图列车导示图”“”“特色服务介绍牌特色服务介绍牌””等便等便
民利民措施民利民措施，，不断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不断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图为西安至上海图为西安至上海ZZ9494//33次列车长向旅客介绍车厢分布及列车运行线路情况次列车长向旅客介绍车厢分布及列车运行线路情况。。 李侠军李侠军摄摄

从西安铁路局客服中心成立那天起，这

个团队就开始了倾听服务——通过 IVR 自

助语音查询以及人工语音、微博等方式为客

户提供铁路客运、行包信息查询、服务质量监

督等服务。

中心共有职工 30 人，其中女职工 29 人，

平均年龄只有 28岁。2014年，西安铁路客服

中心（客运）共呼入电话 259 万余次，日均

7099 次。春运期间，每天话务总量更是达到

7000到 8000个，每个话务员平均每人每天接

听电话最多时达到 500多个。

“用心倾听、耐心解答、诚信沟通”是她们服

务旅客的根本。一次，有位旅客因买不到西安至

哈尔滨的卧铺票，便出言不逊，夏苑苑不急不躁，

硬是打了20多分钟的电话，耐心向旅客解释中

途站席位复用的情况，又主动提出帮助旅客联系

在北京进行车次中转，使旅客非常满意。

作为一名合格的倾听者，还需要具备熟

练的业务技能。李淑华，就是这群姑娘中的

佼佼者。80后的李淑华工作之余善于学习业

务，同时，积极把日常中旅客的问题进行梳理分

类，确定出典型问题应对口径库，她还对网站购

票的各种流程实际操作并进行截图汇总，切实

方便回答旅客咨询。她还总出一套“李式学习

法”，比如哪些知识用图解记得快，哪些业务用

颜色标注记得牢、哪些要点用口诀记得准，她都

一一做出具体列举和讲解，经过努力，李淑华现

在已经成了客服中心的“一口清”。

电波里的“倾听者”
□ 白 春 易文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