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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 令

今年春节，是我新婚后
第一次回另一半的家乡过
年。目的地是浙江绍兴，一
座历史文化名城、一处江南
水乡。

结婚之前，我曾去过几
次那里，不过每次都如旅客
般匆匆来、匆匆去，脑海中留
下的不过是些浮光掠影。而
今，那里倏忽间也成了我的
一个家，北方平原上长大的
我有可能百年之后要埋骨于
这古越国的丘陵之间，而我
的心理仿佛还停留在“游客
心态”——对于这片陌生的

“水乡泽国”，一边因新奇而
兴奋，一边又因尚不熟识而
有些疏离和忐忑。

都说“婆媳关系”是婚后
的一道坎儿，这个春节要如
何与公婆相处？如何融入这
个新的大家庭？往年过年不
需要考虑的问题，此刻真切
地摆在了我的面前，毕竟很
早 就 有 前 辈 传 我“ 婚 后 箴
言”，“结婚，不仅仅是两个人
的事，也是两个家庭的事”。

提前备好给公婆还有家
中长辈的礼物，了解当地过
年的风俗传统、注意事项，想
着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一
路上心绪万千。不过一进门，
脚底下传来的温度首先安抚
了我。担心来自北方的我不
习惯没有暖气的冬天，地暖
被公婆列入这次新房装修的

“必选项”，平时没有打开过
的地暖在我们抵达绍兴的前
两天已经开始“预热”，此时，
温度刚好。

我 们 到 时 已 是 夜 里 1
点，婆婆将提前准备好的夜
宵进行了保温，日用品一应
俱全，床铺又软又暖⋯⋯我想，在我为来此
过年“做功课”时，这里的家人也在担心是
否已准备妥当、万事周全，不禁心里一暖，
相互理解、体谅是件美好的事。

和我那华北小村庄里粗犷、热闹的年
相比，江南水乡要温和许多。没有鞭炮的震
天响，不用天一亮就成群结队、走街串巷地
磕头拜年⋯⋯我一觉睡到自然醒。而此时，
公婆已经开始为每年正月初一的祭祖忙
碌，吃罢早饭正不知该做些什么的我赶紧
加入。

在客厅中央摆上一张木制大圆桌，20
个盛着各式食物的碗碟摆满桌面，20 个酒
盅、20双红漆木筷沿着桌边依次摆开。一边
交流着各自的过年习俗，我们一边往酒盅
中斟满老酒，最后在烛台上点起两根红烛，
燃起的小火苗晃动着，我们鞠躬、祈愿。

在我的家乡也有类似的仪式，不过主
要是我们的父母辈在操持。对比祖辈，尽管
如今的仪式或流程愈加简单，但在不少年
轻人看来，这些传统习俗仍是非必要的“繁
文缛节”。此外，给家族长辈拜年这一重要
的过年习俗，也成了不少年轻人不耐烦的
事，“走马观花”式拜年流行开来，“坐十分
钟就走”成了彼此间的一种默契。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一些类似的传承
于传统家族社会的习俗注定会褪去鲜艳华
丽的色彩。随着以家族为纽带的人际关系
疏离和解体，“家族”的概念日渐模糊，“附
近”逐步消失，“人情味儿”越来越淡，“原子
化”的我们正努力奔向自我与自由。

第一次到婆家过年的我，对于这个大
家庭来说，也像个漂浮的“原子”，不知怎么
靠近，也不想被束缚。但被他们毫不吝啬的
热情、温和的话语包裹着，这种疏离感、距
离感正在不经意间溶解。

知道我们会来拜年，有长辈特意准备
了我们爱吃的坚果，临走也得让“打包”带
走；有长辈握着我的手，平时不说普通话的
她努力用绍兴味极浓的普通话给我讲绍兴
的故事、这个家的故事，虽然有些听不太
懂，但能清晰感受到她手上皱起的皮肤，还
有她掌心的温度。

一位 90 多岁的长辈不怎么说话，但很
爱笑，就那样安静地坐在那里，听我们讲
话，一笑就露出几颗稀落的牙。

原本有些沉默、局促的我也逐渐打开，
忍不住想回馈我的热情和善意，并且真切
去想了解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过去和
现在，因为在他们吐露出的零碎记忆里藏
着这个家、这座城的过去，而我也在那些记
忆拼图里完成一次次与他们的情感连接。

离开绍兴前，我们又去了城里的一处
古镇走了走。小桥、流水、青瓦、白墙，长了
青苔的石板，河边围炉煮茶的姑娘⋯⋯再
看眼前这番江南水乡的景色，仿佛更亲近
了些。很多年前，有长辈曾坐着船划过这
水面载着嫁妆出嫁；有家人很爱桥头的一
家臭豆腐，只不过摊前总排着长队；脚下
的青石板，有的家人曾躺上面“撒泼”，想
让爸妈给买个心仪已久的小
玩具。

念及此，此时的我仿佛
不再只是个游客，而是已成
为这里的一分子。

第一次回婆家过年

，如何融入是个问题

中铁一局城轨
公司团委始终坚持

“激发活力、融入中
心、固本强基、守正
创新”的工作思路，
组织团员青年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开展“跨越
百年时光，我与先
辈对话”奋斗精神

传承活动，持续推进青年精神素养提
升工程走深走实；坚持服务企业生产
经营大局，依托青年“号手岗队”，开展
青春建功系列活动，充分发挥团员青
年在安全质量、技术创新、节支创效、
技能发展、志愿服务等方面的作用。我
们将紧密围绕企业“十四五”人才发展
规划，积极在青年员工“选用育留”链
条各个环节、安心安身安业各个方面
想办法、务实功，并开设“我的‘城’长
轨迹”专栏，大力宣传青年典型，讲好
青春故事，积极引导和凝聚团员青年
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安 俐
通讯员 资 音 黄有贤

“插销一拔，又是一年”，随着互联网上

各种“返程”段子的涌现，2023 年春运也进

入“后半段赛程”。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后

的首个春节，“流动的中国”再次出现在世

人面前。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韩

敬华介绍，春节 7 天假期，全国铁路、公路、

水 路、民 航 累 计 发 送 旅 客 2.26 亿 人 次 ，比

2022 年同期增长 71.2%。

每年春运对交通运输部门来讲都是一

场“大考”，今年的“考题”相比前两年，可能

更难。为满足旅客返乡、休闲度假的强烈需

求，今年春运期间高铁密集增加车次，不少

热门线路高峰时段最小发车间隔不到 10
分钟，运营时间也延伸至深夜。

列车不停，工作不停。春运，对于在铁

路上工作了 9 年的国铁南宁局南宁动车所

诊断组工长邓康宁来说，是一场长达 40 天

的精神高度集中的考试。

练“慧眼”用坚守助力
“流动的中国”

为确保运行安全，动车组列车在结束

一天的忙碌“奔跑”后，需要回到动车所进

行例行检修，有“病”治“病”，没“病”就做个

保养。诊断组则需要对检修中出现的“疑难

杂症”进行快速判断、快速处置，确保万无

一失。

“ 去 一 趟 存 车 线 ，有 个 故 障 要 立 即 处

理。”大年初二，20 时许，邓康宁一边收拾

工具箱一边对南宁动车所诊断组工程师韦

有松说。1 分钟前，邓康宁接到通知，存车

线 13 道动车组 6 号车 2 位门发生故障，需

要他们立刻前去处理。

入夜，是最容易犯困的时间，却是诊断

组成员思维最活跃的时候，每到节假日期

间，脑中的那根“安全弦”必须紧绷。动车开

行密度大大增加，诊断检修工作也更加繁

重。邓康宁和同事们每天要检修近 40 趟列

车 ，工 作 量 是 去 年 同 期 的 3 倍 。由 于 任 务

重 ，很 多 时 候 ，留 给 诊 断 组 解 决 故 障 的 时

间，只有十几分钟，他们必须争分夺秒，一

路小跑穿梭于各个车厢。

几分钟后，二人终于冒雨登上动车组。

顾不得擦拭雨水，他们立即来到驾驶室内

进行开关门试验。确认问题后，又小跑来到

6 号车故障处。

“ 车 门 关 闭 后 ，过 了 几 秒 又 自 动 弹 开

了。”检修二组丙班张黎励求助道。高铁列

车车门都设有防挤压装置，关门过程中，遇

到阻碍物时，车门会自动开启。“是不是车

门滑槽处有障碍物阻挡？”邓康宁和韦有松

打着手电细细察看。

下滑轨安装良好、隔离锁正常⋯⋯对

车门进行一系列细致的外部检查后，二人

发现，并非异物阻挡或车门外部零部件损

坏导致故障。

外部问题排除后，再开始从内部攻破。

擅长车门检修的韦有松毫不气馁，他从工

具箱里掏出了电表，经验告诉他，很有可能

是 关 门 到 位 开 关 失 灵 。“ 电 表 显 示 阻 值 异

常，这个开关已经断开了！”果然，是车门开

关阻值异常导致车门无法关闭。问题一经

找出，处理起来就方便很多。韦有松从包中

取 出 预 备 好 的 替 换 件 ，一 拔 一 插，干 净 利

落。再次做开关门试验，故障就此解决。

“这就弄好啦？”张黎励有些难以置信，

不由得对二人竖起大拇指道，“‘王牌’果然

名不虚传！”

“小场面！”韦有松丢下一句话。从这辆

动车里出来，冒着夜雨，邓康宁和韦有松又

一路小跑钻进了另一辆列车，处理故障节

奏快，是诊断组工作的一大特征。走路快，

处置也快。

“没办法，每天都是一场输不起的‘战

役’。我们不仅要跟问题战斗，还要跟时间

赛跑。”邓康宁说，一个班下来微信步数两

万步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在这场每天

都有“新副本”刷新的限时任务中，在一次

次与时间的赛跑中，诊断组不断磨练着快

速应对问题的能力。

拼速度 为“中国速度”保
驾护航

从和谐号到复兴号，从时速 200 公里

到时速 350 公里。10 年来，中国高铁风驰电

掣，路网规模质量实现了重大跃升，不断满

足旅客舒适出行的期盼，改写区域发展的

格局。

列车的行车密度增大，停站时间缩短，

运行速度加快，输送旅客的数量增多，列车

的安全可靠性至关重要。高铁安全工作只

有 100 分和 0 分,差一点都不行。任何微小

的问题一旦被遗漏，就会对高铁安全运行

和旅客的出行体验造成影响。

为了更好地为高铁平稳运行保驾护航，

2018 年，南宁动车所成立了动车诊断组，组

里总共有 14 名诊断工程师，平均年龄仅 27
岁，但个顶个都是精兵强将、技术能手。

“简单来说就一句话：检修组办不了的

事情我们来办，检修组拿不下的问题我们

去处理。什么电路问题、电器故障，统统拿

下，这就是诊断组！”聊起工作内容，韦有松

滔滔不绝 。2021 年，在广西铁路职业竞赛

上，韦有松在“牵引无流”项目里获得第一

名。当时，参赛者们需要在 15 分钟的时间

内，找出出题人预先设置的 10 个故障。一

般的参赛者，在规定时间内仅能找出七八

个故障，而韦有松仅用了 13 分钟就完成了

挑战。这次竞赛中的出色表现，让他得以进

入“诊断组”。

每晚动车入库检修前。诊断组组员都

会围坐在一起，边确认故障分工边讨论处

置方案。技术交流、工作复盘是提高检修技

术的有效途径。高铁运行速度加快、班次密

集，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把故障问题解决

掉，确保动车零问题、零故障出库，是他们

每天都需要面对的巨大考验，所以研究讨

论十分必要。

不仅是出行的速度更快，铁路的覆盖

率更广，让人们在铁路出行上的便捷程度

以及幸福感上得到极大提升，但新的问题

引起了检修人员的注意。“列车行驶范围扩

大，途经寒冷地区的列车，冰雪清理不及时

导致零部件进水，影响列车平稳运行。”邓

康宁说。为此，检修组还会根据列车途经地

区的天气情况做好检修预案。

邓康宁还记得刚入行时，苦学不同型号

和谐号列车内部原理的场景。如今，诊断组

的每个组员都是和谐号、复兴号动车组列车

的维护专家。在伴随着复兴号智能动车组的

上线运行，全车 Wifi覆盖、无线充电等功能

不断完善，“高铁医生”们不断精进技术，竭尽

全力为旅客带来更好的服务品质。

白天，旅客们坐着安全舒适的高铁，带

着家人的期许开启新一年的征程，穿着橙

黄色反光工作服的“高铁医生”们总是披星

戴月，为高铁的平稳运行保驾护航。“虽然

我们不在能与旅客面对面接触的岗位，但

每当看到经我手检修的列车顺利整点从检

修库中出发，把旅客安全送到家人朋友身

边，我心里总会有种踏实感、自豪感。没有

小岗位，只有大事业。让我护送你们，平安

出发。”韦有松说。

春运大考 动车“王牌特攻队”在行动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谭思静

“ 乘 警 乘 警 ，2 号 车 厢 卫 生 间 有 人

吸烟！”春运第一天，正在巡视车厢的

乘警朱小丽接到烟雾报警后，迅速赶到

报警车厢查看情况。在卫生间门口，她

拦住吸烟旅客并找到了丢弃的烟头。见

出警的是一名女警，吸烟旅客一口否认

自己抽了烟，朱小丽并不急，她将证据一

一摆出，熟练地陈述法律条文，最终让这

名旅客心服口服，自愿接受了处罚。

朱小丽是“芳华”女子乘务警组的一

名乘警。乘务警组由 7 名女警组成，平均

年龄 29 岁，负责值乘从重庆开往西安方

向的 G2234 和 D1702 次列车。今年她们

接到了第一个春运任务，在为期 40 天的

时间里，警组的每位乘警都分别需要承

担近 4 万公里的值乘工作，维护列车上

的安全秩序，帮助旅客寻找遗失物品，

调解旅客纠纷，处理高铁上的违法行为

⋯⋯守护数万名旅客的平安回家路。

上班前，朱小丽总会在口袋里放一

些糖果。“这段时间带小孩的旅客特别

多，孩子在火车上坐久了难免哭闹。遇

到这种情况，我会让家长把孩子抱到车

厢的连接处，给他们一些棒棒糖、小汽

车玩具，孩子很快就不哭了。”朱小丽

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会尽量帮着家长

一起哄。我也是一名母亲，将心比心可

以体会到家长的难处。”

去年，毕业于艺术设计学院的李行

响 应 号 召 申 请 参 加 “ 芳 华 ” 女 子 乘 务

组，成为一名铁路乘警。她回忆第一次

执勤时说：“虽然事先队里给我们做了

系统培训，也让老乘警带了我们一段时

间，但是我心里还是非常忐忑，整个人

都处于紧绷的状态。”

那次，她接到了一位残障旅客，李

行主动帮助他上车、给轮椅找位置，替

他 接 热 水 、 搬 行 李 ， 一 路 照 顾 ， 下 车

时，那位旅客非常诚恳地感谢了李行。

那一刻的“被需要感”让李行感受到了

铁 路 乘 警 工 作 的 意 义 所 在 。 李 行 说 ：

“以前我总是想要经历一些大事来验证

自己工作的价值，其实在细微处、在小

事上，才更能体现意义所在。”

1998 年 出 生 的 鲍 婕 是 “ 芳 华 ” 女

子乘务警组年龄最小的乘警。鲍婕的警

察梦源于年幼时家乡的一场大雨。那年

夏天，雨势很大，护城河堤崩塌，许多

警察奔走在救灾前线，给她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经过警校的刻苦训练，她最终如愿

成为一名铁路警察。第一次执行春运任

务，鲍婕对待工作十分认真。不论是因

为孩子吵闹引发的争吵，还是旅客手机

声音外放发生的争执，或是旅客间因为

使用小桌板勾起的矛盾，她总是很耐心

地倾听双方诉求，尽全力解决。

春节前夕，鲍婕在站台等待发车时，

一个小男孩突然跑来向她敬礼，鲍婕说：

“看到小男孩我就想起了自己小时候，每

次看到警察都非常崇拜非常羡慕。好像

是小时候的我与现在的我穿越时空见面

了，实现梦想真的很满足，很开心。”

列车上并不只有细碎的小事，有时

也会遇到紧急情况。一次，一名旅客突

然在车上昏倒，朱小丽接到警情迅速赶

到车厢，她冷静下来后开始按照以往的

训 练 步 骤 ， 对 旅 客 做 心 肺 复 苏 急 救 。

“他渐渐有些意识了。虽然不能动，但

是 我 注 意 到 他 似 乎 在 用 眼 睛 向 我 示

意 ， 感 觉 他 有 话 跟 我 讲 ， 于 是 我 对 他

说 ， 我 现 在 问 你 问 题 ， 如 果 你 回 答 是

就眨眼睛。”就这样，通过几个来回的

询问，朱小丽找到了旅客放在背包里的

急救药品，喂完药后才将旅客抬下车送

往医院。

朱小丽和同事很担心那名旅客的生

命安全，那天下班后，她们通过医院找

到 他 ，“ 听 说 他 脱 离 危 险 ， 我 们 才 安

心。”医生告诉她们，如果不是在下车

前吃下那颗急救药，人可能都撑不到医

院 。 朱 小 丽 说 ：“ 我 平 时 反 应 没 那 么

快，那天不知道怎么了，突然就变得很

机灵，察觉到了他眼神细节的变化，现

在想想真是责任重大。”

在成为铁路乘警前，朱小丽已经在

地方车站派出所做了 6 年内勤工作，因

为想要寻求更多的改变和突破，她来到

了乘务警组。“在车上我有了更多一线

执法的经验，特别是在春节期间，能够

护送许多人平安回家，肩上的担子虽重

但也带给我许多满足感。”朱小丽说。

“ 列 车 上 需 要 乘 警 ， 更 需 要 女 乘

警。”朱小丽说，“虽然在体力上我们可

能比不过男警，但是‘芳华’女子乘务

警组的优势也恰恰体现在性别上。女生

比较有耐心，也更细心，会更擅长处理

列车上的一些纠纷矛盾。”

每周三的集中学习，组员们都会聚

在一起讨论，为团队建设提供创意。从徽

标、队旗，到服务牌、女警名片，李行根据

每个人的性格特点设计了不同的卡通形

象。朱小丽说：“我们希望可以打造一个

乘警品牌，让更多女警聚在一起。”

因 为 工 作 原 因 ， 乘 务 组 的 大 部 分

乘 警 都 无 法 在 家 中 过 年 ， 新 婚 不 久 的

李行说：“工作以后，我已连续 6 年没

有 跟 家 人 一 起 过 春 节 了 ， 不 过 家 人 们

都 很 理 解 ， 也 很 支 持 我 的 工 作 。 春 节

嘛 ， 总 要 有 一 些 人

在岗位上，让别人回

家。能护送大家安全

到 家 开 心 过 年 ， 这

正 是 乘 警 工 作 的 意

义所在。”

“芳华”女子乘务警组守护旅客安全回家过年

“芳华”女子乘务警组警员春运执勤现场。 重庆铁路公安处提供

韦有松韦有松、、邓康宁正执行邓康宁正执行

检修任务检修任务。。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中 铁 一 局 城 轨 公 司

团委书记 李奕冉

江 苏 无 锡 惠 山 经 开

区（长安街道）团工

委书记 张蓓

江苏无锡惠山
经开区（长安街道）
团工委将“青年在
惠开更有为”作为
工作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不断增强青
年在城市发展中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 感 。当 好“ 暖 心
人”，开展青年企业
家、青年人才座谈

会，宣传惠企及人才政策，邀请科技人
才、创业导师分享经验；服务“新业
态”，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开展“青
心暖新”健康义诊，为外卖员、快递员
提供中医脉诊、推拿按摩等志愿服务；
拓展“朋友圈”，开展“惠开王者”杯青
年电竞赛、“情人节桌游”交友、“青心
惠开·活力飞盘”等青年喜闻乐见的活
动。2023 年，我们将从政府与社会互
补、企业与高校互助、园区与青年互促
三个维度出发，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引
领青年放飞青春梦想，书写人生华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