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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春运以来，铁路各级团组织根据春运总体安排和节前节后重点客流特点，创建开行“共青团号”
列车 70 趟，其中临客列车 15 趟，一批批团员青年和青年志愿者自愿报名，走上“共青团号”，担任乘务工
作，经过业务部门严格培训后持证上岗。他们在车上提供读书角、送祝福春联、送文艺汇演、开展疫情防控
宣传、文明乘车宣传等特色服务，为春运增添了一抹亮色。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周围围

2 月 13 日 10:35，D8106 缓缓驶出昆明

站，一群放弃休息的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

有限公司志愿者开始忙碌。他们的目的地

是小湾东站——一个坐落在云南大理南涧

彝族自治县小湾东镇澜沧江畔的车站。

这 是 全 国 唯 一 一 个 “ 乡 村 振 兴 火 车

站”。受地形地貌限制，车站采用半隧半

桥方式设计建设，一半建在新华隧道里，

一半建在澜沧江特大桥上，于 2021 年 11
月 6 日正式投入使用。

“小湾东站开通以来，我们特设‘共

青团号’列车，由青年团员组成的志愿服

务队开展‘车上+车下’服务，为巩固脱

贫 攻 坚 成 果 与 有 效 衔 接 乡 村 振 兴 ‘ 接

力’。”昆铁局团委书记赵则向中青报·中

青网记者介绍道。

驰骋的“共青团号”列车上，昆明客

运段团委负责人李苑拿起话筒说道：“欢

迎乘坐昆明客运段担当的‘共青团号’列

车，旅途中我们的青年志愿者们将竭诚为

大家服务。”

和一般列车乘务员的服务不同，这群

青年志愿者身穿云南少数民族服饰，捧着

手鼓，以一场民族风情的现场演出开启了

服务。

火车一响，黄金万两。小湾东站开通

后，老乡们从此告别了群山阻隔出行不便

的困境，山里的农产品可以运出去卖个好

价格，前来小湾东的人越来越多。小湾东

镇 大 金 龙 酒 店 负 责 人 蔡 世 忠 深 有 感 触 ，

“火车通了后，来我这里住宿的外乡人越

来越多，有来拍照的，有来钓鱼的。”

结束了车上的志愿服务，抵达小湾东

站，车下的志愿服务又开始了。

昆铁“共青团号”青年志愿者来到位于

小湾东镇岔江村乌骨鸡专业合作社，了解

合作社生产情况。

养殖场地位于澜沧江畔的半山腰，地

势陡峭。山坡上，一座座鸡舍零星分散在高

高的野草丛中。合作社负责人李春华向记

者 回 忆 ：“ 起 初 这 些 乌 骨 鸡 由 村 民 单 独 养

殖，产量不高，志愿者们来了后，帮我们出

点子，让村民们自愿加入合作社，自己拿鸡

苗回家养，由合作社统一制定养殖标准，养

殖场地、喂养程序等都按标验收，确保村民

自家养的鸡能够达到标准，扩大生产的同

时还能帮村民提高收入。”

“我们都是乌骨鸡客户，除了昆铁定向

采购，我们个人还会单独购买，我老婆坐月

子时就买了好几只。”志愿者任星火说。如

今，乌骨鸡养殖成了小湾东镇老乡们致富

的道路之一。

坐落于小湾东镇新民村的泡核桃加工

厂是昆明局集团公司 2022 年对新民村的

重点帮扶项目。

小湾东镇盛产泡核桃，核桃品质优良，

是当地老乡的主要经济作物。随着动车开

通，“共青团号”上的青年志愿者不仅在车

上开展“山货出村助农行动”，还来村里帮

着村民一起采摘。

新 民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查 少 斌 介 绍 ：“ 以

前，老乡们的核桃主要是外面的商贩进来

买，或者是自己背到街上卖，有时候商贩不

来，新鲜摘下来的核桃品质就会受到影响。

大家都渴望有一个核桃加工厂，能够在家

门口就烘干核桃、出售核桃。”

在了解到老乡诉求后，昆明局集团公

司决定援建新民村核桃加工厂，昆铁青年驻

村干部杨德广带着“共青团号”志愿者一道

帮助当地完成了核桃加工厂的建设投产。

杨 德 广 介 绍 ， 核 桃 加 工 厂 投 入 使 用

后，老乡们的核桃销售有了稳定的渠道，

还为村民们提供了就业机会 。2022 年，泡

核桃加工厂收获颇丰，合计销售 96.4 万元。

除此之外，泡核桃加工厂还可以加工核桃

油等，扣除各项成本，泡核桃加工厂 2022
年为村集体经济贡献 12 万余元收入。

昆明客运段中老铁路列车长赵莹静这

次来小湾东镇，还有一个特别的安排。“腊

月二十九，我们的志愿者带着窗花对联、学

习用品、肉、米油等年货来过一次，提前备

了一顿年夜饭过春节。”不到一个月，赵莹

静再次来小湾东镇，是要为杨财琦过生日。

去 年 8 月 ，赵 莹 静 作 为 昆 铁“ 共 青 团

号”青年志愿者到小湾东镇进行爱心帮扶

时，认识了杨财琦。

12 岁的杨财琦父母双亡，跟着奶奶生

活，靠孤儿补助和低保维持生计。得知杨财

琦的情况，赵莹静决定“结对子”，“我也没

有弟弟，就认了财琦做弟弟。”

2 月 13 日傍晚，赵莹静带着早早准备

的蛋糕，和志愿者驱车一小时的山路，来到

杨财琦家。吃完蛋糕后，赵莹静拉着杨财琦

询问,并认真检查他的作业。临走时，还一

再叮嘱。

赵莹静说：“除了物质上的帮助外，我

觉得财琦还需要精神上的关爱与支持，让

他自信地成长。”

“这趟乡村振兴‘共青团号’列车开通

以来，形成了‘车上+车下’志愿入村助农

助 学 模 式 。通 过 撬 动 铁 路 资 源 投 入 ，扩 大

车、站、村、地项目衔接，助力 80 余万山区

群 众 出 行 ，在 84 个 村 入

村 助 农 ，孵 化 合 作 社 助

力村民增收 1726.6 万元，

1207 名村民和大学生到

铁路就业，还打造了‘千

年彝寨，云上小湾’旅游

品牌。”赵则表示。

开往乡村振兴的列车

共青团号 驶过春运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卓琼
通讯员 吴朋珊 汪 翰

早春的九江，春寒料峭。在江西九江火

车站的 5 站台，K1523/4 次“共青团号”列

车 即 将 载 着 1052 名 旅 客 开 往 广 西 南 宁 。

人 群 中 ， 身 披 红 绶 带 的 王 志 鑫 ， 个 子 不

高，身姿矫健，他时而抬手引导方向，时

而俯身帮抬行李，绶带上“共青团号欢迎

您”的字样格外亮眼。

从九江到南宁，K1523/4 次列车跨越

1488 公 里 ， 横 跨 赣 、 湘 、 桂 三 省 区 ， 是

中国铁路南昌局在今年春运加开的运行里

程 最 长 、 运 行 时 间 最 长 的 一 趟 “ 共 青 团

号”旅客列车。王志鑫和另外 27 名鹰潭

工务机械段的团员青年是这趟加开列车的

“临时”乘务员，这群平日里开大机、挥

洋镐、敲螺栓的小年轻，服务起旅客来，

暖心又贴心。

“ 奶 奶 ，7 号 车 厢 这 边 走 ， 我 带 您 过

去。”看到一名老人腿脚不便，王志鑫快

步上前，一手接过行李，一手搀着老人，

将老人送到座位上，并帮忙放置好行李。

细心的他，还掏出一张重点旅客的笑脸贴

纸贴在这位老人的座位上。这是王志鑫跟

列 车 长 学 到 的 服 务 技 巧 ， 这 张 小 小 的 贴

纸，可以帮助乘务员在巡视车厢时更快速

地找到重点旅客，关注他们的情况，及时

提供帮助。

刚入路不久的王志鑫今年第一次以铁

路人的身份参加春运，也是第一次担当列

车乘务员。首次春运便值乘“共青团号”品

牌列车，让他激动又紧张。列车出发前，他

就查阅沿途天气状况、到站信息，学习如何

服务重点旅客，早早做足了功课。

为了更精准地服务旅客，这趟列车还

成立了临时团支部，将团支部职能与值乘

流程、团员义务与岗位职责、作用发挥与

优质服务相融合，发挥团支部最大服务效

能 。 南 铁 团 委 “ 青 小 柠 ” 服 务 品 牌 也 在

K1523/4 次“共青团号”列车上持续发光

发 热 。“ 用 心 服 务 、 热 心 提 醒 、 诚 心 帮

扶、暖心微笑”青小柠“四心工作法”成

了王志鑫他们暖心服务的标准守则。

为了更好服务旅客，K1523/4 次“共

青团号”列车在车厢内增设了供小朋友读

书的“图书角”、给手机免费充电的手机

“加油站”，还提供“爱心专座”“爱心百

宝箱”等，让旅客感受到“共青团号”青

年品牌不一样的服务。

“来，一扫即知，‘码’上工作，有需

要 找 工 作 的 吗 ？” 列 车 从 南 宁 站 折 返 时 ，

车厢里响起了一个洪亮的声音，24 岁的

杨 磊 正 给 旅 客 分 发 “ 青 小 柠 ” 务 工 信 息

卡。广西地区外出务工人员较多，为了方

便乘车的务工人员寻找工作，乘务员将列

车 途 经 城 市 的 招 工 信 息 汇 总 成 一 个 二 维

码，旅客只要扫一扫，就能快速了解当地

用工需求。

45 岁 的 王 贵 凤 今 年 第 一 次 跟 随 老 乡

从广西南宁前往江西九江务工，原本打算

到九江再找工作的她，在“青小柠”务工

信 息 卡 的 二 维 码 里 找 到 了 心 仪 的 工 作 。

“真是没想到，刚才厂子里就给我打了电

话，要是我愿意去，出了火车站，就有车子

来接。”王贵凤不停地向杨磊他们道谢。离

家门、上车门、进厂门，一个小小的二维码

为乘车的务工旅客搭建起新的追梦平台。

“叮咚，您有一份新的求助工单。”“请

注意，您有一份新的出警协助。”深夜 22时 15
分，K1524次列车从桂林北站开出不久，列

车长和随车乘警的手机终端上分别接到了

来自铁路 12306平台和柳州市公安局 110报

警中心发来的信息，请求乘务组在列车 15

号车厢 35座寻找一名从柳州上车的女孩。

接到通知时，负责 15 车乘务工作的

夏芬正在打扫车厢卫生，她快速赶到 35
座，可座位上并没有人。夏芬着急起来，

她在人群中几番寻找，最终在厕所里找到

了这名离家出走的 15 岁女孩。为了安抚

女孩情绪，夏芬将自己带的水果和泡面分

给她，还和她拉起家常，并积极与女孩父

亲取得联系。在夏芬的开导下，女孩最终同

意在株洲站下车，和父亲一块儿回家。

从江西鱼米之乡到广西八桂大地，这

趟列车串起的沿途美景吸引着众多国内外

旅客，从广西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毕业

的线路工罗文豪因热爱旅游和擅长英语，值

乘之际，便当起了列车上的“翻译官”和“旅游

推介大使”。首次参与春运值乘任务的 00 后

乘务员何沁怡则拿起画笔，给旅客画像。

“‘共青团号’列车是引领铁路团员

青年勇于担当、实干建功、涵育精神的重

要载体和独有品牌，列车值乘人员都是从

各 单 位 挑 选 出 的 业 务 能 力 突 出 的 团 员 青

年。”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团委

书 记 王 荣 飞 介 绍 ，2019 年 至 今 ， 南 铁 青

小柠“共青团号”列车已经与旅客相伴 5
个春运，今年，除 K1523/4 次青小柠“共

青团号”列车外，南昌电务段、鹰潭供电

段 、 南 平 工 务 段 等 单 位 同 样 积 极 投 入

“青”字号品牌创建，一支支青年队伍佩

戴团徽、亮明旗帜、亮出身份，忙碌在春

运大潮中。

青年“跨界”当起“临时”乘务员

通讯员 陆 驰 舒 周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鑫昕

“呜⋯⋯”2 月 8 日 13 时 33 分，在嘹亮

的汽笛声中，由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

公司西昌机务段“共青团号”青年班组担

当的 5634 次公益性“慢火车”，满载着大

凉山沿线的乘客缓缓驶出了西昌火车站。

15 时 57 分，5634 次列车在新凉车站

对标停稳后，副司机廖正孝指着外面对司

机何风说：“师傅，看，沙马木呷家的红

色大门终于在正月里安装好了，红通通的

真喜庆呢！”

“ 大 门 就 是 我 们 上 趟 拉 上 来 的 嘛 ！”

何风回答。

“木呷大哥还说叫我去他家请我吃坨

坨肉呢。”廖正孝回忆。

在二人的谈笑声中，列车准备开车了，

师徒二人驾驶着“慢火车”平稳出站。

2 月 9 日 7 时 51 分，“共青团号”青年

班 组 司 机 徐 雷 和 谭 城 机 班 值 乘 5633 次

“慢火车”平稳停靠在尼波站 1 道。

站台前面的一户人家里，走出一群穿

着 彝 族 盛 装 的 青 年 男 女 ，准 备 乘 坐“ 慢 火

车”出行。

值乘司机徐雷知道，这是班组成员经

常去接饮用水那户人家新婚的儿子，准备

去新娘家“走人户”去了。

徐雷笑着对副司机谭城说：“看！老乡

接亲、回门的时候，都是我们当专职司机，

我们开‘慢火车’是不是很有成就感？”

谭城说：“是啊，上趟我们是接新娘回

来，这趟是送新娘回家，虽然我入职不久，

但是感触还是很深了，觉得老乡把火车当

‘婚车’，真是挺有意思的。”

“ 共 青 团 号 ” 青 年 班 组 ， 其 前 身 为

“扶贫先锋号”青年包乘组，班组成员平

均年龄 28 岁。他们把开好“慢火车”、服

务沿线乡亲作为自己的使命，他们以守护

每 一 趟 值 乘 的 安 全 为 目 标 ， 总 结 研 究 出

“精准对标”“全程抢点”等操纵法，确保

了“慢火车”常年正点率达到 95%以上，

每年为 50 余万人次彝族乘客提供优质牵

引服务，获得了凉攀地区人民群众特别是

彝族同胞的好评和点赞。

这些年来，“共青团号”青年班组和

沿线很多老乡都很熟悉。他们和老乡像亲

人一样。

在站停的时候，班组成员经常热情地

和上下车老乡打招呼，沿线的彝族老乡也

把他们当成亲人。看见哪家盖起了新房，

看着沿线老乡都逐步富裕起来，他们由衷

地高兴。在班组成员的共同努力下，班组

荣获成都局集团公司 2022 年度“新时代

成铁榜样”的荣誉称号。

春运期间，这群来自五湖四海的 90 后

年轻人，也一直坚守在岗位上，一如既往地

严格执行作业标准和各项安全措施，用切

实的行动确保“慢火车”安全正点，为乘客

带来更好的乘坐体验。

火车上见证大凉山新变化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周围围

“平时休息日没有什么事，我就会报

名参加‘共青团号’公益慢火车的志愿服

务。”2 月 15 日，2023 年春运最后一天，昆

明至元谋西的 7466 次“共青团号”列车

上，国铁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青年志愿

者周学党一边巡查车厢情况一边和中青

报·中青网记者对话。

10 分钟前，周学党和志愿者一起载

歌载舞，为乘客带来了文艺表演。没做任

何休息，勤快的他又开始巡查车厢，查看

乘客是否需要什么帮助。

周学党是中老铁路高铁动车组的一

名列车长，帅气、干练的他，语速飞快，却

是个心细的男人。

“ 这 个 绳 子 得 再 系 紧 点 ，否 则 不 稳

当。”在 6 号车厢，一位 50 多岁的大妈正

收拾背篓准备下车，周学党停下脚步提

醒，并动手帮着系好绳带。

7466 次“慢火车”真的很慢，单程运

行 245 公里，“ 复兴号 ”1 小时 29 分就能

跑下来，“慢火车”却需要 5 小时 14 分，沿

途停靠 6 个客运站和 7 个乘降所，票价最

高 30.5 元，最低 4 元。

前 来 坐 车 的 除 了 提 着 菜 篮 、 背 着

背 篓 要 去 集 市 卖 菜 的 菜 农 ， 还 有 拎 着

大 包 小 包 探 亲 的 村 民 、 外 出 务 工 者 和

求学青年⋯⋯

“票价几十年都没有变过。”周学党

介绍，“在这个快时代，这些‘慢火车’把

一个个小村落串起来，成为乡亲们走出

大山的便民车，甚至是有些村子唯一的

出行工具。”

每年入夏后，车厢里就更热闹了。水

果、野生菌大量上市，沿线村民会挑着担

子、背着背篓上车，前往镇上销售，有时候

还没到站，在车厢里就卖完了。周学党告诉

记者：“我特别喜欢慢火车上的烟火气息，

每节车厢专门设置了农产品摆放区。”

志愿者张羽彬更是“快”人一步，被同

事们誉为“用心金花”，因为除了业务认真

细致，还有一项设计专长。他结合各条线路

特点，设计了昆铁文创产品，如收纳袋、学

习用品等纪念小礼品。

90 后的张羽彬 2022 年暑运调入高铁

车队。爱学习的他，把每一次出乘都当作学

习的机会，把途中遇到的事和“前辈们”的

处理办法，都用小本子记录下来，很快适应

了高铁的快节奏、高客流量。今年春运，他

已成为动车组的主力军。

结束上一个班次的跑车任务，张羽彬有

3 天休息时间，他报名参加“共青团号”公益

慢火车志愿服务，“每次有奖问答环节，看着

抢答成功的乘客，拿着自己设计的文创产品

时那开心的笑容，我也觉得很幸福快乐。”

在这趟火车上，像周学党、张羽彬这样

的青年志愿者还有很多。他们是昆明客运段

不同线路和列车的乘务人员，平时只要一有

空，就自发到“慢火车”上为老乡们开展助农

活动，有时还帮助乘车的孩子补习功课，“这

趟车还是沿线求学孩子的通勤车，上下学时

间，车厢里都是背着书包的孩子。”

每逢传统节日，这群志愿者会特别装

饰车厢，编排文艺活动，给乘车的乡亲带

去节日的问候，他们已经与经常乘坐这趟

列车到元谋卖菜的老乡

们成了“老相识”。

“用一种‘慢’方式，

见证‘快’时代下的中国

温度。”周学党说：“我们

这一代铁路青年赶上了

好时代”。

公益“慢火车”上的“快”青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志中

2 月 17 日，穿梭在吕梁山间的 C153
次“共青团号”列车上，一派“春意盎

然”。22 岁的列车长张扬青说，山西人

讲究“三六九，往外走”，尽管春运刚

刚收尾，但没出正月，列车上依旧人气

不减。

C153 次列车是太原南至吕梁间公

交化开行的复兴号动车组，之所以称之

为“共青团号”，是因为该乘务组人员

组 成 以 团 员 青 年 为 主 ， 大 多 是 95 后 ，

平 均 年 龄 28 岁 ， 分 别 由 太 原 客 运 段 、

车辆段、机务段以及铁路公安处乘警队

青年联合担当。

2021 年 ， 中 国 铁 路 太 原 局 集 团 有

限公司根据客流实际，在太原南站至吕

梁站间“公交化”开行 12 趟动车，其

中就设有两列“共青团号”。

“灰毛驴驴上山灰毛驴驴下，一辈

子也没坐过那好车马”。曾广为流传的

一首山西民歌，道尽了昔日吕梁山间的

出行不易。如今已然大不同，“共青团

号”动车驶上了服务老区人民的征途。

“这趟车客流量比较大，当前正是

节后返岗返校高峰，大家一定要加强安

全提醒。硬座车厢比较拥挤，到站前要

提前 15 分钟提醒旅客，以防客流拥挤

影 响 下 车 。” 在 2 月 17 日 值 乘 前 集 合

时，张扬青不断叮嘱大家，确保各项工

作到位。

“ 乘 客 越 多 ， 乘 务 员 越 要 耳 听 六

路、眼观八方。”张扬青介绍，列车巡

视是乘务员的主要工作之一，尤其春运

人多行李多，为提高效率，一趟巡视乘

务员须兼顾安全宣导、帮扶旅客、设备

设施检查等 6 项工作。

吕 梁 山 区 曾 是 全 国 14 个 集 中 连 片

特困地区之一。近年来，当地开展护工培

训 ， 让 数 万 名 围 着 灶 台 、 老 公 、 孩 子 的

“三转婆姨”走出大山，也让“吕梁山护

工”这一品牌叫响全国。

今年是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后，复兴

号动车开进吕梁山的第一个春节，对于在

外务工的“吕梁山护工”来说，这个春节不

仅回家的路好走了，外出打工也更便捷。

“过去吕梁一下雪，要么断了路，要

么一早摸黑就得出门，到北京已是夜晚。

如今复兴号最快一个多小时就能到太原，

连 上 转 车 去 北 京 ， 总 共 不 过 四 五 个 小

时。”春节一过，“吕梁山护工”许艳平就

带着姐妹们乘坐“共青团号”，踏上了进

京复工的路。

在张扬青看来，“共青团号”的开行，拉

近的不只是亲情的距离，更加快了老区人

民奔向小康的脚步。越来越多吕梁儿女走

出大山，搭乘这趟列车，开启新生活。

据了解，在“共青团号”上，值乘人

员时刻佩戴党徽、团徽、共青团号臂章，

亮身份践承诺，个个都是通过竞赛选拔出

来的业务标兵、服务标兵。

春运期间，参加过红十字急救培训员

的乘务员时璐，巡视中发现一位乘客状态

有些异常，当即上前关心询问。其间，旅客

出现腹痛呕吐、精神恍惚等症状。时璐忙而

不乱，一边展开应急处置，一边请同事通过

列车广播，从热心乘客中找到专业医生，现

场展开救助，最终乘客转危为安。

与此同时，张扬青等还及时与乘客家

人取得联系，决定请该乘客提前下车就近

就诊，并协调地方车站，对接亲属进站接

人，及时保障了乘客健康安全。

据悉，为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担当

值乘任务的太原客运段还在“共青团号”列

车上推出列车智能服务功能介绍，并增设

流动岗，帮助旅客快速查询中转换乘路径，

为老区人民出行提供更贴心的乘车体验。

吕梁大山里的“共青团号”

从左至右：

5634 次列车，青年乘务员准备接车，对机车进行保养。 何思林/摄

D8106 次列车，青年乘务员与旅客们合影留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周围围/摄

C153 次列车，青年乘务员邀旅客品尝地方传统美食。 宋 全/摄

7466 次列车，青年志愿者周学党帮老乡们抬菜筐上火车。 国铁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团委供图

K1523 次列车，青年乘务员王志鑫在站台帮扶旅客。 张萌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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