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平时刻

□ 王思文 王 凡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赵小萱 张晓盈 周伟

今 年 春 运 ， 神 州 大 地 再 次 充 满 浓 浓 的 烟

火气息。回到几年未归的故乡，陪伴日夜思

念的家人，相约许久未见的老友，这些让你

魂牵梦绕的期待，在这个春节，是否都已经

实现？热闹的春运路上，你是否也看到了久

违的风景？

近 日 ，一 场 由 中 国 青 年 报 社 和 全 国 铁 道

团 委 联 合 举 办 的“ 温 暖 回 家 路 ，青 春 伴 你 行 ”

主 题 直 播 活 动 ，带 领 人 们 走 近 铁 路 春 运 中 的

青 年 ，走 进 繁 忙 的 火 车 站 、疾 驰 的 列 车 、偌 大

的 检 修 车 间 ，还 有 荒 无 人 烟 的 铁 路 小 站 和 线

路 上 ，祖 国 各 个 角 落 的 春 运 风 景 在 镜 头 流 转

之间一一呈现。一张张温暖又青春的笑脸，一

个 个 平 凡 却 感 人 的 故 事 ，在 网 络 世 界 与 观 众

相遇，为这个春运增添了一抹别样的温情。

聚光灯下的青春脸庞，为你的
旅程送上温暖

当春运舞台的灯光缓缓亮起，亿万游子也

陆续开始了新一轮盛大的奔赴。旅途中，我们邂

逅熟悉的乡音，偶遇友善的陌生人，也无时无刻

不在感受着来自铁路的那份青春洋溢的温暖。

也许你曾在繁忙的车站里见过她，无论白

天黑夜，她总是笑语盈盈，耐心解答旅客提出的

问题，每一趟列车她都熟悉，每一个困惑她都能

给出准确的解答；也许你曾在候车站台上见过

他，无论风霜雨雪，他始终以挺拔的身影迎来一

趟又一趟列车，再目送它们满载旅客平安驶离；

也许你曾在疾驰的复兴号上见过他，他专业专

注专心，穿梭于各个车厢服务旅客，给人满满的

科技感与安全感；也许你曾在悠悠的小慢车上

见过她，她嗓门很大，“亲戚”很多，很多旅客她

都认识，到达每个车站的时间都烂熟于心⋯⋯

他们是年轻一代的崭新面孔，可能是 00 后

的春运“首秀”，抑或是有了几年春运经历的 90
后“资深前辈”。这是他们一年之中最为忙碌的

阶段，是岗位职责所在，更是一份家国情怀。

在成渝城际铁路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共青

团号”列车上，他们是“小导游”，为旅客介绍沿

途的人文地理、景点美食；他们中还有具备育儿

经验的青年乘务员，“妈妈联盟”服务项目帮助

有需要的旅客在旅途中临时照看儿童；车上的

“安全小课堂”活动，用儿歌、漫画的形式帮助孩

子们在旅途中学习安全常识⋯⋯

或许只有真正把旅客当成家人，才能这样

设身处地、事无巨细地为旅客提供暖心服务。服

务的温度，坚守的情怀，铁路青年用实际行动赢

得旅客的认可，实实在在叫响了“共青团号”的

闪亮称号。

“您好！这里是迎春花服务队，请问有什么

需要帮助的吗？”在深圳北站，迎春花服务队的

队员们制服笔挺，左胸上的“青年文明号”徽章

与身后挂着的“青年文明号”徽标交相辉映。这样

的问候，他们一天要重复上千次。队员耿必成说，

“旅客的认可和感谢，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直

播活动中，那些平凡而又感人的故事，对每一个

奋战在春运一线的铁路青年都有着极深的触动。

甘肃兰州永登站客运员相中华说：“春运期间，更

要让归乡心切的旅客来得放心、走得舒心。虽然

我和家人团聚的时间少之又少，但旅客的每一句

感谢、每一个微笑都让我感到欣慰。”

对旅客来说，归途中的每一帧风景都值得

珍藏。爱与温暖在传递的过程中不断被放大，弥

漫到更多人心里，遍布一条又一条归途。旅客俞

先生说：“我从钦州返程，刚踏上回家的路时，就

已经感受到了‘新’的气氛，处处飘扬着‘中国

红’。在到达全州南站出站时，还在青年志愿者

手上领到了一对‘福’字，我感觉特别暖心。”

坚守在幕后的每一个身影，亦
是支撑铁路春运安全的脊梁

有光鲜亮丽的台前，就有默默无闻的幕后。

很多从不在旅客面前出现的铁路幕后工作者，

亦是支撑每年铁路春运安全的脊梁。

他 们 是 在 雪 后 爬 上 高 空 ，亲 手 把 结 在 接

触 网 上 的 冰 一 寸 寸 打 掉 的 人 ；他 们 是 在 暗 夜

中 操 作 打 磨 机 ，让 空 旷 线 路 绽 放 璀 璨 烟 火 的

人；他们是风雪中不顾冻僵的双手，依然奋力

除雪，保障行车安全的人；他们是为了确保列

车 状 态 良 好 ，在 动 车 组“4S 店 ”里 彻 夜 检 修 的

人⋯⋯作为旅客，你很难找到或发现他们，但

他们却始终默默无闻守护着你的出行安全。

直播中，在祖国的最东端，一群来自鸡西工

务段鸡西路桥车间的青年突击队员，在满是风

雪的线路上奋力除雪，脸上始终洋溢着温暖如

春的笑容。

在中国磨憨口岸到老挝磨丁口岸之间的一

群铁路青年，在空无一人的货运列车上坚守岗

位，常年摆渡于两个国家之间。尽管大年初一这

群小伙子就又踏上征途，但能够在除夕夜跟家

人吃一顿年夜饭，他们就已经非常满足。

大片雪花打着旋儿落下，仿佛铺洒在大地上

的糖霜。在大多数人眼中，这是瑞雪兆丰年，是对

新一年生活的美好祝愿。但是在共青团车站——

青石崖站，降雪并不是一件美好的事情。青石崖地

处秦岭之巅，是宝成线上海拔最高、坡度最大、曲

线半径最小的车站。腊月廿五，青石崖站再次飘起

雪花，站长张鑫数不清这是这个冬天的第几场降

雪，但是降雪后的一系列工作，却成了每一名青石

崖站职工的本能反应。

沈阳工务段沙岭线路车间检查工区青年班长

白咏贺今年春节同样坚守在岗位上，在冰天雪地

的线路上，脱下手套，徒手检查钢轨。与其他铁路

青年的网上“相遇”，让他更加坚定了坚守岗位作

贡献的决心：“我要带领大家守护好管内设备安

全，不怕苦、不怕累，用脚踏实地的努力为铁路青

年代言。”

春节期间，昆明机务段轴承检测站里的职工

还在持续工作。机车电工杨宇娇说：“曾经我只是

春运路上的一名旅客，现在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

铁路青年。虽然我也很想在万家团聚之时与家人

吃一顿温暖的年夜饭，但是为了更多人能够与家

人团聚，我愿意坚守在春运一线，照亮更多旅客回

家的路！”

幕后是远离灯光的地方，听不到舞台上响亮

的鼓掌。但就是这些灯光照不到的角落，铁路青年

一如既往坚守岗位，为守护旅客出行安全默默付

出。据了解，春节期间，铁路各级团组织开展了丰

富多彩的团情陪伴活动。为坚守岗位的铁路青年

送去慰问品、举办联欢活动、做一顿丰盛可口的年

夜饭⋯⋯铁路共青团组织还在青年聚集的单身宿

舍里建设了青年之家，无论喜欢打球还是唱歌、电

竞还是读书，铁路青年都能找到兴趣相投的朋友。

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团委还精心打

造了“菁年夜话”线上直播栏目，通过网络搭建起

直抵青年心灵的交流通道。

青春作伴，向着新的一年整装出发

春节长假已经落下帷幕，返程客流迎来又一

轮的高峰，流动的中国再次澎湃发展的活力。人们

迈着奋斗的脚步，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整装再

出发。

对于铁路青年来说，返程客流高峰是新年伊

始的又一个考验。朴实无华的话语和实实在在的行

动，见证着他们用奋斗书写无悔青春的铮铮誓言。

桂林车务段东安站车站值班员杨谢天说：“新

的一年，我要同全路兄弟姐妹一样，坚守岗位，盯

控好每一个安全细节，以最好的精神状态保证每

一趟列车安全通行。”

面对比平日多出几倍的工作量，铁路青年也

会感到压力，但能够化解压力的，正是责无旁贷的

使命。福州客运段厦龙京队列车长陈伟男说：“面

对返程高峰的到来，我和同事们要用专业、亲切的

服务，陪伴旅客安全、温馨出行。”

在湖北武汉，襄北调车队机车乘务员王金能

说自己虽然不在春运旅客运输的主战场上，但是

他仍严阵以待：“我知道，在全路各个岗位上，有一

帮兄弟姐妹和我并肩作战、守望相助、共赴远方。”

如果说春运舞台是观察铁路青年志愿者的一

个窗口，那么把视角扩展到全年的长度，会看到他

们在精神文明建设、铁路安全知识宣传、帮扶助困

等“战场”上忙碌的身影。这种奉献与奋斗是一种寻

常的姿态，不会随着春运舞台灯光的熄灭而谢幕。

如果我们把视角再拉长一些呢？面向历史，深

情回望，我们会看到铁路青年志愿者这面旗帜已

经飘扬了整整 30 年。

时间跨度越长，我们越会清晰地看到，这些可

爱可敬的青年志愿者，是怎样毫不犹豫地接过前

辈手中的接力棒，用同样的真诚、忠诚、坚毅、坚

守，擎起助力铁路发展、服务旅客出行的大旗。

“ 春 节 过 后 ，车 站 出 行 的 旅 客 更 多 了 ，有 许

多 老 人 带 着 小 孩 反 向 探 亲 ，他 们 行 李 多 还 要

照 顾 小 朋 友 ，出 行 不 是 很 方 便 ，所 以 我 们 对 重

点 旅 客 实 行 接 续 服 务 ，确 保 途 中 不 出 岔 子 。”

来 自 龙 岩 车 务 段 龙 岩 车 站 的 青 年 志 愿 者 郑 有

林 说 。

无论台前幕后，都是青春绽放的地方

□ 黄 帅

说起春节假期，就总离不开“春运”这一话题。今年春节
假期前夕，我有幸与铁路部门的年轻朋友一起主持了“温暖回
家路，青春伴你行”直播活动，见证了春运路上的很多故事，
也看到很多奋战在铁路建设、发展路上的年轻人：有人坚守在
工作前线，维护着铁路运输的安全；有人在人迹罕至的偏远小
站上坚守岗位，守护着祖国的壮美河山；还有人全家都是铁路
人，祖孙三代都奉献给了铁路事业，甚至在雪域高原上维修铁
路，数年如一日地用心耕耘。

其实，我对铁路如此关注，不仅是因为近期的春运，主要
是因为我本身对此就充满兴趣，可以说，我是个资深的“火车
迷”，我也发现很多“圈内人”都认为自己的爱好非常小众，
热衷那些常人不关心、不理解的事情。比如，有不少“火车
迷”朋友，会专门跑到千里之外的边疆，去“运转”那些不
为人知的冷门火车路线。我和一些朋友，则喜欢收藏火车
票，不论是红色的软纸票，还是蓝色的磁制票，在我们眼中
都有“收藏价值”，而那些古旧的、包含冷僻站点的车票，
则格外有意思。或许看到这些火车票，我们的思绪就会飘到
那些“远方的故事”里吧，那些记忆中的往昔，承载着我们
很多美好时光，也见证着我们在“运转”路上遇到的每一个
乘客、每一段趣事⋯⋯

作为一名 90 后的青年，我对火车与春运的最初记忆，就
是儿时与家人返乡时乘坐绿皮火车的故事。拥挤的车厢、缓慢
的车速、艰难的抢票经历⋯⋯这些虽让人疲倦，甚至烦躁，但
绿皮火车上的乘客，可谓形形色色，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也有
着各自的经历。面对漫长的旅途，坐在一起的陌生人，也会打
开话匣，随意畅谈。还有火车上各种“买卖”，跟随“瓜子花
生矿泉水”等吆喝声，乘客们就能看到小推车，几块钱的《故
事会》杂志，或者一副扑克牌，就能让乘客度过一段快乐的时
光⋯⋯这些情景早已随风而逝，或深埋于记忆深处，但它们并
非没有意义。虽然后来春运的效率与舒适度都得到了极大的提
升，但绿皮火车上的故事，却让人难忘。

于今看来，绿皮火车带有独特的魅力，时常引起心灵深处
的遐思，让我对远方的风景，带有一种莫名的憧憬。随着时光
流转，绿皮火车褪去了“落后”的形象，取而代之的是“无穷
的远方”，还有“变幻的风景”。如今，如果时间方便，我还会
选择乘坐夕发朝至的普速列车，枕着火车前行的声音，跟随缓
缓晃动的“硬卧”，便慢慢地沉入梦乡了。两条长长的铁轨，
将我和乘客带向远方，而窗外飘逝的夜色，似乎是生命记忆中
不断刷新的光影，总能勾起我无边的思绪与联想。

在高铁时代“体验”绿皮火车，本身就有怀旧的意味。在
怀旧中，我不仅看到了自己生命的成长，也见证了祖国基础设
施建设的发展历程。打开历史地图，看到这片土地上的铁路线
越来越多，铁路网越来越密，很多偏远的地方、山区的小城，
都被纳入铁路网线，我都会很激动。放眼前路，铁路事业未来
可期，铁路依然会在国家基建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还有很
多远方的风景，等待我们去探索，还有很多远方的故事，等待
我们去讲述。

走向远方的山山水水：
一个“火车迷”眼中的春运故事

□ 杨子熠 刘 慕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周 伟

“服务台，检票口有一名重点旅客，需要协

助上车。”春节假期未过，在南昌火车站“红土

情”服务台，党的二十大代表、南昌车站客运值

班员李军和往常一样，早早地来到工作岗位，为

旅客提供着暖心服务。

今年春运是防疫政策优化后的首个春运，

铁路客流显著上升，南昌站运输压力大增。早上

8 时 30 分，候车室人流逐渐密集，李军在纸上整

齐地写下了几列重点旅客服务信息，并标注出

姓名、电话、时间、车次等关键内容。

“您好，请问您预约的进站服务需要提供轮

椅吗？”根据信息，李军逐一去电，向旅客确认需

求，随后将纸折成巴掌大小，装进制服口袋随身

携带。今年春运，服务台收到的重点旅客信息比

往年多了几倍，这张“爱心订单”能帮助李军规划

路线安排，节省来回服务台的时间。

春运前，李军向帮助过的重点旅客一一去了

电话，询问是否有乘车计划，以便及时提供重点

服务。“出门在外，我就像他们的半个家人。”李

军边说边向进站口走去。旅客张先生由于视觉障

碍，行动不便，和往年一样，李军早早地和他约

好了进站时间。“今年春运人流密集，重点旅客

独自出行风险大，我们必须全力提供帮助。”李

军说。

9 时 ，李 军 在 西 进 站 口 顺 利 接 到 了 张 先 生 。

进 站 、检 票 、交 接 ，李 军 引 着 张 先 生 避 开 密 集

客 流 ，一 路 护 送 他 乘 上 K1524 次 列 车 后 才 放 心

离去。

“服务台，有旅客领取遗失物品。”12 时，李军

来不及打开盒饭，便拿上对讲机匆匆赶往现场。

“客流增加，突发事件也多了，有时一餐饭要分几

次吃。”

回答旅客问询、接送重点旅客、找寻遗失物

品⋯⋯春运期间，李军每天要接听电话上百次，平

均走 3 万多步。

“春节期间，收到了许多旅客发来的新年祝福

信息，我觉得自己这份服务工作特别有意义。”李

军笑着说。

李军：出门在外，我就像他们的半个家人

□ 马祎俊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宋宝颖 袁 野

“第六位枕至第二十位枕水平 5 毫米。”1 月

26 日 11 点，在青藏线格拉段海拔 4800 多米的

布强格至唐古拉北区间，中国铁路青藏集团公

司格尔木工务段唐古拉线路车间雁石坪线路工

区轨道检查组的一行 4 人正在肆虐的狂风中前

进，他们一边用轨道检查仪检查线路几何尺寸，

一 边 检 查 轨 道 结 构 。这 次 的“ 天 窗 ”作 业 时 长

120 分 钟 ，最 少 要 检 查 7 公 里 的 线 路 ，要 跨 过

12320 根轨枕，最少要走 12320 步，如发现线路

病害，还要再次复核。雁石坪线路工区平均年龄

32.8 岁，最小的为 24 岁，今年是他们在唐古拉

度过的第二个春运。

“唐古拉”，藏语意为“高原上的山”，在蒙语

中意为“雄鹰飞不过去的高山”，由于终年风雪

交加，号称“风雪仓库”。面对高寒缺氧的恶劣自

然环境，有人选择了离开，而雁石坪线路工区的

这些青年却毅然选择了留下，选择了世界铁路

海拔最高点 5072 米的唐古拉。蓝天白云下，狂

风怒号，暴风夹杂着积雪，一阵一阵向“天路”飞

扑而来，“白毛风”令人睁不开双眼。

在布强格站的作业现场，26 岁的共青团员

他存录正在进行防护作业，他手中紧握信号旗，

不时向两边瞭望。防护工作在工务现场作业来说

相对轻松，但是在寒冷的唐古拉，防护工作却是最

考验人的岗位。因为气候寒冷，且风大，防护员只

能在小范围内活动。他存录为了及时记录上道机

具，将笔放到嘴中，化开冻住的笔尖，快速而认真

做着记录，一阵狂风吹来，他只能逆风倾斜身子才

能站稳。

34 岁的马留成是雁石坪线路工区保养四组

的副工长，他负责平均海拔 4700 多米的布玛德至

布强格区间的线路设备养护维修任务。春运开始

后，他带领团员青年加密了冻土路基下沉明显地

段的检查，狂风吹得作业人员在线路上直打趔趄。

“线路变化快不害怕，就害怕检查跟不上、线路病

害发现不了，我们更要加把劲。”马留成说。

雁石坪线路工区管内线路设备全部位于多年

冻土路基区段，是青藏线上最艰苦的区段之一。为

了确保线路设备安全稳定，他们在图定“天窗”

作业结束后的基础上，再申请第二次“天窗”处

理病害。长期以来，雁石坪线路工区的每一个人

都形成了一种默契，如果一个组申请了二次“天

窗”，那么其他组“天窗”结束后的第一时间过

去支援。在茫茫的大雪中、在呼啸的寒风中、在

瓢泼的大雨中，到处都有他们默默奋斗的身影。

2014 年雁石坪线路工区获得“全路青年文明号”

称号，2020 年雁石坪线路工区又获得了“铁路青

年五四奖章”集体称号。

“干一行，爱一行，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就要

风雨兼程，来了这里就要当好天路的‘轨枕’⋯⋯”

24 岁 的 共 青 团 员 李 杰 说 ，自 己 苦 点 累 点 不 算 什

么，看着一列列火车飞驰在“天路”上，“这是对我

们工作的肯定”。

来了这里，就要当好天路的“轨枕”

□ 李 冰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谢宛霏 龚蓉梅

深冬的内蒙古西部乌海地区寒气逼人，中国铁路呼和浩特

局集团有限公司乌海车务段乌海西站编组场上灯火通明，“青

年调”（乌海车务段乌海西运转车间甲班第一调车组，1961 年
成立，先后荣获“全国青年文明号”等多项荣誉称号——编者注）
的调车员们正在股道间穿梭忙碌。零下 20 摄氏度的天气里，

27 岁的调车员张林辉和工友们却全身冒着腾腾热气，在“冰

火两重天”中守护着电煤高效运输。

乌 海 地 区 是 我 国 西 部 重 要 的 煤 炭 产 地 之 一 ， 年 产 原 煤

5000 万吨左右，乌海西站作为煤炭周转运输中枢，站内有多

条专用线连接周边厂矿企业。调车员们白天将到达的空车送到

专用线内等待装车，夜晚再将装满煤炭的车辆取出，按照不同

去向编组、解编，及时发往目的地。

每逢煤炭“迎峰度冬”窗口期，调车作业量都要比平日增

加 30%以上。为此，他们只能和时间赛跑：排风、摘管、提

钩、拧闸⋯⋯边忙乎手里的活，张林辉边介绍：“从晚上 8 点

接班到次日早 8 点下班，要解体、编组列车近 1000 辆车，一个

班下来最少要走 3 万多步，每半个月就要换一双鞋。”

张林辉与工友们个个身着厚重的棉衣、顶着刺骨的寒风，

帽子上、衣领上凝结出一层白霜。张林辉说：“低温下的列车制

动风管十分僵硬，作业时特别要注意，以防夹到手指！”他用膝

盖顶住冰冷的地面，一手扶起远端风管，另一只手用力抓起近

端风管，随着“咔嗒”一声，两个接头紧紧咬合。

“领车”是调车员冬季作业最大的考验，既要时刻瞭望列车

运行情况，又要准确观测安全距离。从专用线返回站内需要运行

约 15分钟，在此期间调车员需要一直扒乘在车梯上。装满煤炭的

车辆在寒风中更为“凶猛”，全身贴在车辆表面，整个人仿佛

“抱着”大块冰，隔着几层衣服仍冰冷刺骨，浑然不觉间，他们

的衣服上和脸上已经沾满了尘土。

“和以前相比，现在的工作环境已经好很多了。”据工友们

介绍，曾经的乌海西站四周有五虎山、梁家沟、教子沟等大大

小小十余家煤矿企业，当时煤炭抑尘等条件滞后，每到专用线

作业完后，调车员们往往只有眼睛和牙齿是白的。由于车站地

处乌兰布和沙漠边缘，每逢春秋两季，沙尘暴肆虐，大风起

时，黄沙遮天蔽日，能见度不足，眯着眼前行都十分艰难，一

个班下来，每个人的衣服里少说也有二斤沙子。

在当时那种环境下，“青年调”的首任调车长就为组员们

立下“军令状”——“四个不变”，即安全第一的思想不变、

苦练基本功的传统不变、工作一丝不苟的精神不变、团结一致

的作风不变。52 多年来，“青年调”先后更换了 22 任调车长，

但这条“军令状”却一直延续了下来，成为一代代调车员的

“家训”。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的“青年调”成员多为入路不

足两年的青工，张林辉已经算是调车组里的“老资历”了，工

作间休时间，他也经常给年轻的工友讲那些口口相传的故事，

一如自己的师傅那样。

“看着自己亲自调运的煤炭列车出发，点燃万家灯火、温

暖千家万户，虽然身体累点，但心里特别开心。”随着列车缓

缓启动，张林辉跺了跺麻木的双脚满是自豪地说。

寒风中的温暖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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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①

②②

③③
①“温暖回家路，青春伴你行”主题直播活动现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赵小萱/摄

② 萍乡工务段桥隧工焦逸曦正手拿检查锤对打石岭坡面进行检查。 梁 犇/摄

③ 广州南站志愿者帮助旅客手机购票。 丘铨力/摄

南宁车辆段南宁动车所地勤机械师莫龙在检查受电弓。

廖炳达/摄

无锡火车站“小甜橙”志愿者为旅客赠送福袋。

刘晓旦/摄

1 月 30 日，郑州火车站客运车间客运二班客运员马蕊，正

在为行动不便的老年旅客提供乘车一条龙服务。 李 静/摄

如果说春运舞台是观察铁路青年志愿者的一个窗口，那么把视角扩展到全年的长度，会看到他们在精神文明建
设、铁路安全知识宣传、帮扶助困等“战场”上忙碌的身影。这种奉献与奋斗是一种寻常的姿态，不会随着春运舞台灯光
的熄灭而谢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