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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学鹏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周 伟

掸平工作服，系好风纪扣，擦亮皮

鞋，整理头发。1 月 1 日 6：30，59 岁的铁

路道口员庞运江在岗亭内整理好仪表，

挺直了胸膛出去接车。

当了 59 年的 糙 汉 子 ， 老 庞 现 在

却开始注重起了仪表，“成了网红和

镜头里的人，代表的就是铁路形象”。

庞运江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

有限公司牡丹江工务段道口员，他所

在的横道河子站北道口地处滨绥线，

每天有 120 多趟列车通过。老庞的工

作看起来很简单——守好这个道口的

行车安全；老庞的工作内容很单调——

落杆、开杆，出门接车。他的岗亭很有

特点，红红的尖顶子，和走红的横道河

子老站房有几分相似。这个面积只有

10 平方米左右的小岗亭，还有一把信

号旗陪伴，不论冬夏春秋，老庞就这样

站了 22年。

横道河子镇是百年古镇，从修建

中东铁路时小镇得以繁荣，至今仍有

256 栋历史建筑留存。这个地处山林

间的小镇，一度没有太多人知道它、

了解它。“头些年小镇冷清啊，年轻

人都往外走，我儿子的很多同学都去

了外地。那时候道口一天也过不了几

辆汽车，差不多都是自行车，摩托车

都很少见。”老庞是本地人，从小生

活在小镇，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了如

指掌。

2018 年哈 （尔滨） 牡 （丹江） 高

铁开通运营，横道河子镇通了高铁。随

着高铁的开通，小镇的名气越来越大，

在网络上，横道河子被冠以“最美火车

站”“最美小镇”“油画村”的称号，

甚至电影剧组也将镜头对准这里。这

个曾经冷清的小镇就像火锅一样沸腾

起来，越来越多的人从网上知道小镇

后赶来旅游。游客多了，汽车也多了

起来。“来了很多叫不上名字、长得奇

形怪状的汽车，车牌号涵盖川、苏、

浙、粤等，还有很多白皮肤、蓝眼睛的

外国人。”老庞说。

这些年，各类特色文化基地如雨后

春笋般在小镇里盛开。小镇的墙上画满

了老庞看不懂的涂鸦，镇子里咖啡馆、

音乐餐厅、网红民宿林立，让在这儿生

活了一辈子的老庞既熟悉又陌生。

“去年我家邻居把房子租了出去，

现在建成了俄式民宿。我家院外新建了

个萨克斯基地，还有很多年轻人背着画

板在这里画画，这里的年轻人一下子多

了起来。”老庞说，自己有些费解，“这

些几十年无人问津的土院子、旧房子，

怎么一下子变得洋气起来了？”

由于道口紧邻网红景点“大白楼”

和“俄式民宿”，这个道口房也格外受

人关注，而年近花甲、每天准时出岗接

车的老庞没想到，自己也成了网红。工

作时，老庞要站在道口处。这几年随着

车流繁多，老庞变得格外忙碌起来，常

常和外地自驾车的游客交流，给他们答

疑解惑。老庞不知道，自己的这一幕也

被过往的摄影师拍了下来。

“最开始是有几个小伙子，用相

机远远地拍了我，后来还有人拍了抖音

短视频，我才在网上看到自己。”老

庞说。

当道口员，打交道最多的就是来往

车辆和行人，只是来往的老面孔越来越

少，新面孔越来越多，这让老庞感觉有

点孤单。来往的车辆有的太高，他还

要踮起脚向司机解释。

一天下来，差不多同样的话说了

无数遍。他没想到，这样一个枯燥的工

作也有人关注。有点胖的老庞觉得自己

一点都不上镜，衣服撑得滚圆，有时落

上了雪，头脸都是白的，看起来就像在

道口房门口堆了个雪人。

“那片子里我形象不好，衣服上全

是褶皱，胡子也没刮。后来我发现好

多人特意过来拍我，他们对我这个岗

位好像挺好奇。我觉得还是得注意点

形象了，不是臭美，咱站在这，代表的

是铁路的形象。”老庞整理着领口，眼

神满是专注。

从那时起，老庞开始了形象管理，

他的制服都会拿回家熨烫，衬衣也系上

风纪扣。出场作业时，老庞的胸膛挺得

更高了，执行作业也更标准了。“百年

老镇美了，我感觉自己好像也变年轻了

一样。”老庞说。

这个冬天，黑龙江的气温持续走

低，可横道河子的旅游热丝毫不减。

元旦期间，老庞的道口每天通过的

汽车更多了，而运输煤炭、粮食的列

车也增多了，这让老庞更加紧张忙

碌。最忙的时候，他的一顿午饭得分

三次吃。

岗亭外，铁道边，老庞努力让已经

微驼的身姿站得尽量挺拔，手中的信号

旗招展，一辆辆汽车安全驶过道口。小

镇如画，而老庞这个画中人还在守护着

最美铁路的安全。

“油画村”里的道口员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许亚杰

虽然在发布会前就强调说“这次只发

技术，不发产品”，但当小米集团创始人、董

事长兼 CEO雷军站上舞台中央时，关于小

米汽车的种种议论和猜想仍然在互联网各

个角落迅速传播，热度超过任何一场普通

的汽车技术发布会。

2023 年 12 月 28 日，在正式宣布造车

后的第 1003天，小米汽车在北京国家会议

中心首次举行技术发布会，对外公布五大

自研核心技术，首款车型小米 SU7也在发

布会上同步亮相。

对标保时捷、特斯拉的
“移动智能空间”

“小米造车的出发点，是打造先进的

‘移动智能空间’。”在第一次公开讲解小米

汽车的技术亮点前，雷军先解释了小米造

车的原因和目标。

“从 2021年 3月正式宣布造车以来，小

米汽车团队，就下定决心以十倍投入，从底

层核心技术做起，认认真真做一辆好车。”

他说，小米汽车的目标是通过 15到 20年的

努力，成为全球排名前五的汽车厂商，为中

国汽车工业全面崛起而奋斗。

雷军表示，具体到产品定位上，小米汽

车的目标是打造媲美保时捷和特斯拉的汽

车工业新时代的梦想之车，打造“好看、好

开、舒适、安全的移动智能空间”。

“汽车工业发展百年，已经把车的机械

素质做到了极高的水准，保时捷就是最好的

标杆。新世纪以来，特斯拉率先开创移动智

能终端。”在他看来，打造先进的移动智能空

间，就是汽车工业下一个百年的核心命题。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汽车智能化程度日

益提升，不仅华为、小米、星纪魅族等科技巨

头冲入新能源车赛道，极氪、理想、蔚来等车

企也开始加快布局手机等智能终端，中国汽

车产业被注入了更多“智能化基因”。

资深汽车媒体人、汽车行业分析人士

杨小林认为，在智能化、电动化技术变革浪

潮的席卷之下，汽车逐渐向智能软硬件结

合体的方向进化。对于车企和科技公司来

说，将智能电动汽车与其他智能终端连接

起来，打造智能生态，是一条充满价值的

“黄金赛道”。

“谁能把汽车的智能化硬件与软件生

态的融合做好，谁就能率先抢占技术高地

和市场风口。”杨小林告诉记者，无论是智

能手机厂商，还是汽车企业，都要积极调整

思路，多琢磨如何做好智能汽车与其他智

能终端的融合发展。

2023 年 12 月 27 日，在小米汽车技术

发布会前一天，小米澎湃 OS启动新标识，

雷军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剧透了小米的“人

车家全生态”。

他表示，该生态全面打通“人、车、家”

场景，可实现硬件设备无缝连接，实时协

同，带动产业链合作伙伴，共创“以人为中

心、主动服务于人”的超级智能生态。

据 介 绍 ，小 米 澎 湃 OS 凭 借 Xiaomi
HyperConnect跨端互联框架，打通了包括

小米汽车在内的 200多个品类，高效连接全

球超 6亿个设备，覆盖了用户 95%以上的生

活场景，让智能可以细致入微地服务每一个

人。事实上，过去 13年里，小米布局了 12个
领域、99个细分赛道，覆盖智能手机、智能家

居等领域。如今，小米智能汽车作为“人车家

全生态”闭环的最后一步完成首秀。

“小米汽车已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交通

工具，而要被纳入‘人车家’一体化生态

中。”在此次发布会上，雷军多次重点强调

说，小米集团战略全面升级“人车家全生态”

后，汽车已成为公司战略中最重要的一环。

他表示，一辆杰出的智能电动汽车必

须做好三点：“首先，它是一辆好看、好开、

舒适、安全的好车；第二，它是可移动的智

能终端；第三，它是先进的移动智能空间。”

“人车家全生态”的闭环
意味着什么

“不管花多少钱，不管付出多大代价，

小米汽车一定要在核心领域做到全行业领

先水平。”在此次技术发布会上，雷军介绍

了小米汽车在电驱、电池、大压铸、智能驾

驶、智能座舱等五大领域的研发布局。

在电驱领域，小米已申请 155项专利，

已授权 60 项专利。雷军表示，转速高达

21000rpm 的小米超级电机 V6、V6s已成功

量产，其性能指标超过保时捷 Taycan Tru⁃
bo和特斯拉Model S Plaid。

此 外 ，转 速 为 25000rpm、最 大 马 力

578ps、峰 值 功 率 425kW、峰 值 扭 矩

635Nm、最高效率 98.11%的小米超级电机

V8s，将在 2025 年投入量产。值得一提的

是，雷军表示，所有电驱系统完全由小米自

研，且自己生产。未来，小米将持续投入电

机研发，力争成为行业领导者。

在电池领域，雷军介绍了小米汽车的四

大优势——871V碳化硅高压平台、CTB电芯

倒置技术、严苛的安全标准、冬季续航无忧。

“小米立志做电动车冬季续航之王。这

是我们立的 flag，2024年新车上市时，欢迎大

家检验。”雷军表示，小米汽车与宁德时代共

同研发了 800V高压电池包，在安全、续航里

程、热管理等方面均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据介绍，小米汽车将自建电池包工厂。

在电池技术研发领域，小米汽车已申请

132 项专利，已授权 65 项专利。其中，小米

汽车所采用的 CTB电池，创下了全球最高

体积效率——77.8%。该平台最高可搭载电

量为 150kWh的电池包，CLTC续航可超过

1200公里。此外，为了保障电池安全，小米的

电池管理软件采用全栈自研，小米车云协同

安全预警系统可支持 24小时云端守护。

在大压铸技术上，小米发布了公司的超

级大压铸技术，即 9100吨一体化压铸工艺。

雷军透露说，特斯拉上海工厂采用的

6000 吨大压铸，最新落成工厂是 9000 吨，

而小米自主设计的一体化大压铸系统已超

越这一水平。

在智能驾驶领域，他表示，此前小米汽

车已经明确了在智能驾驶领域的目标，即

2024年进入行业第一阵营。

在发布会现场，小米汽车通过视频演示

了小米汽车 SU7在晚高峰拥堵路段、立体停

车楼、机械车位等场景的智能驾驶表现。

“作为科技公司，智能驾驶是小米重点

投入的技术赛道。”雷军表示，小米汽车在

智能驾驶领域的研发投入已追加到 47 亿

元，研发团队规模超过 1000 人，投入测试

车辆超过 200 台，测试里程超过 1000 万公

里。此外，小米 AI实验室将为智能驾驶技

术研发深度赋能，小米自研的底层算法也

将全面融入大模型。

在智能座舱方面，雷军信心满满地表

示：“智能座舱应该是小米汽车最强的一

块，也是米粉最期待的体验。”

他介绍说，随着小米澎湃 OS 上车，

“人车家全生态”正式形成闭环。其具体

优势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中控生态屏和

手机平板电脑一样，不需要刻意学习如

何操作；二是系统开机快、启动快、升级

快——1.49 秒启动、智能座舱 OTA 升级

仅需 3分钟；三是“手机+车机”能够实

现无缝对接互联，用户可将小米手机内容

轻松投屏至车内大屏。

“小米最强的是生态。”雷军表示，小米

智能座舱拥有强大的应用生态，小米平板

电脑拥有超过 5000 个 App，将陆续“上

车”。此外，小米的 CarloT 生态将全面向第

三方开放。

作为“科技大厂”小米推出的首款新车，

小米 SU7无疑是上述研发成果的集大成者。

以智能座舱为例，该车配备了 16.1英
寸中控生态屏、超大 HUD，翻转式仪表屏

和两个“后排拓展屏”，搭载骁龙 8295座舱

芯片。同时，小米 Pad 可作为后排拓展屏，

实现五屏联动。值得一提的是，小米平板在

车内安装后，可无缝控制车内设施、前排座

椅位置，甚至 iPad也能使用部分功能。

独立汽车分析师白德认为，随着小米

SU7完成首秀，小米将打通居家、办公、出

行等全场景，让用户感受到汽车作为移动

智能空间，所带来的颠覆性用车体验。

雷军介绍说，小米 SU7定位为“C级高

性能生态科技轿车”，在车型设计、新能源

技术、智能科技等方面全面突破，能为用户带

来超强性能以及前瞻的智能空间与生态科技

体验，充分展现了小米造车的硬核实力。

小米 SU7 的车身尺寸为 4997mm x
1963mm x 1440mm，轴距为 3000mm，具

有低趴运动的跑车姿态与兼顾多种出行场

景的 C 级大空间。得益于小米疾风智能底

盘，该车转弯半径为 5.7米，百零制动距离

为 33.3米，拥有一流的综合操控性能表现。

动力方面，小米 SU7 Max版采用双电

机全轮驱动，峰值扭矩达 838N·m，总功率

高达 495kW，最高车速可达 265km/h，0-
200km/h 加速仅 10.67 秒，百公里加速仅

需 2.78秒。

续航方面，小米 SU7 设计了两个版

本，CLTC 工况续航里程分别为 668km 与

800km。其中，MAX 版车型采用了 800V 超

级快充技术，充电 5 分钟续航即可增加

220km。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小米汽车是小米集团从手机行业到汽车行

业的重大跨越，更是‘人车家全生态’完整

闭环的关键跨越。”或许是为了解释小米

SU7的售价“不可能只卖 9万 9”，雷军毫不

掩饰小米汽车高举高打的意图，“我们要造

的不是一款普通平庸的车，我们要造的是

一辆媲美保时捷、特斯拉的梦想之车”。

“价格屠夫”何时亮出獠牙

回顾小米在智能手机市场崛起的过

程，“高性价比”是所有人都无法忽视的巨

大亮点。而在 2023年屡屡打响“价格战”的

新能源车市场，许多新能源车企正陷入低

毛利甚至负毛利的泥淖。

在此背景下，小米 SU7 如何定价；此

前被冠以“价格屠夫”称号的小米，是否会

在汽车市场再次掀起波澜，成为各方关注

的焦点。

今年 1月 2日，雷军在回复网友关于小

米 SU7价位问题时表示：“（新车在）50万元

以内，有对手吗？”再次引发外界对该车最终

价格的猜测。

天风国际证券分析师郭明錤分析称，

小米汽车首款车型售价预计不会超过 30
万元，出货量预估为 5万至 6万辆。他认为，

从长期来看，小米汽车有两个独特竞争优

势：一是与既有生态整合，包括作业系统、应

用程式、手机与 IoT等硬件；二是销售渠道遍

及海外市场，且小米已是全球知名企业，有

利于小米汽车业务未来在海外增长。

白德认为，一方面，当前市场竞争激

烈，不少新车刚上市就打出“白菜价”，而大

部分消费者对价格变动十分敏感，新车定

价过高则很容易被消费者在选购时率先淘

汰；另一方面，与智能手机相比，汽车产业

链更长，从零部件企业到经销商，都需要合

理的盈利空间，且新车定价过低可能不利

于小米汽车品牌价值的长期发展。

“考虑到小米在智能手机、智能家居均

有较高市场占有率，小米汽车可以打出‘智

能汽车+万物互联’的组合拳。”他表示，与传

统燃油汽车靠发动机排量、品牌、供应链来

实现溢价不同，新能源车企应该思考，如何

从智能化的角度切入，挖掘更多服务价值。

对于小米汽车背后的生态，多家券商

表示看好其前景，并预测该生态的壮大对

于汽车产业链将有颠覆性的效应。西南证

券分析称，从 2012 年到 2022 年，小米在汽

车交通行业共投资 39起，投资重点集中于

动力电池、无人驾驶、汽车零部件等，基本

覆盖了对汽车产业的上、中、下游布局，有

助于打造协同效应。此外，小米生态正全方

位渗透消费者生活，在良好的国内外客户

基础、客户黏性以及健全的销售渠道的帮

助下，小米汽车有望实现快速推广。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不久前发布的

《2024中国汽车市场整体预测报告》显示，

随着中国经济逐步恢复，预计汽车市场需

求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中国汽车市场将

进入 3000 万辆级别的新阶段。其中，新能

源汽车年销量有望达到 1150万辆左右，我

国汽车年出口量有望突破 550万辆大关。

在此背景下，小米汽车的第一次亮相，

注定将搅动竞争异常激烈的新能源汽车市

场。更关键的是，一旦小米提出的“人车家

全生态”成功落地，中国汽车产业必将开始

全面驶入智能生态的新模式。

小米汽车首秀揭开车市新战局

□ 宋婷婷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周 伟

“安全正点。”1月 1日 22：30，张跃值乘

G1259 次安全返回动车段库内，走入雅万

高铁机务派班室进行退勤作业，并将行车

备品收回做好充电保养，为明天担当任务

的高铁司机们做好准备。之后，张跃没有去

休息，而是按照作业标准进行节日期间列

车运行文件的转储和分析。在完成上述工

作后，他还将节日期间的机务专业应急指

挥工作进行了梳理总结。

面对 2023 年圣诞节和 2024 年元旦假

期叠加，为了更好地保障印尼民众乘坐雅

万高铁列车出行的需求，自 2023 年 12 月

22 日开始到 2024 年 1 月 2 日止，雅万高铁

实行节日运行图，每日开行列车增加到 48
列。此时万隆正值雨季，窗外的雨一直在

下，张跃说，他清楚记得今天是他到雅万高

铁项目工作的第 328天。

作为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天

津机务段的动车组司机，张跃由于业务能

力突出、工作经验丰富，目前在雅万高铁运

维联合体运营系统担任机务专业应急指挥

一职。从国内到海外，从车上到车下，从专

职司机到兼职教师，张跃说，变化的是岗

位、不变的是初心。

2023年 2月，张跃经过层层选拔，踏上

了远渡重洋的征程。而此时，他的女儿刚刚

满月。

2023 年 1 月 10 日，由于早产，张跃的

女儿提前与他见面，但张跃顾不上欣喜，就

跟着救护车把孩子转院到其他医院的保温

箱，随着爱人和孩子的情况逐步稳定与好

转，初为人父的他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手机里，关于出发行程的信息他看了

又看，却不知道怎么向刚刚出院的妻子提

起。最终是爱人的主动询问和家人们的

理解支持，才打消了他最后一丝顾虑。出

发的当晚，张跃抱着女儿入眠，心里却在

翻腾，想着再见面时女儿或许都会叫“爸

爸”了……妻子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安慰

他说：“现在通信这么发达，视频电话可以

天天打，而且还有妈妈在这帮我照顾，你就

放心吧。”

张跃参加雅万高铁项目的时候，正是

建设最关键阶段。以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

有限公司干部职工为主体的雅万高铁运

维联合体，不仅承担着雅万高铁的运维任

务，还肩负着对印尼籍高铁从业人员的培

训组织工作。来到印尼的第二天，张跃就

投入到规章现场交流和司机模拟驾驶装

置建设当中。他对规章进行了全面梳理，

并围绕动车组的变化点和雅万高铁实际

情况，制作出 10 个机务专业适应性培训

课件，然后牵头对后续的三期 34名高铁司

机开展了适应性培训。

印尼籍动车组司机学员都有客运列车

驾驶经验，但由于本土电气化铁路区段较

少，基本没有电气化铁路的工作经历，这一

点与国内动车组司机的选拔标准有较大差

别，也为培训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为了更

好地与印尼籍学员交流，张跃一方面结合

培训方案和雅万高铁线路、设备实际情况

梳理教学重点；另一方面利用业余时间自

学印尼语，以便更好地与学员进行交流，提

高培训质量。在规章交流与适应性培训的

闲暇时间，张跃还主动收集各项工程数据

资料，在浩瀚繁多的工务、电务、供电等线

路基础数据库中，梳理高铁线路的各项数

据，利用软件将各项数据绘制成图，便于司

机们查找各项数据。

“雅万高铁执行的是中国标准，展现的

是中国速度，我们在感到骄傲和自豪的同

时，也深深感受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张

跃说，每一趟列车的平稳运行，每一个岗

位的平稳交接，都将是向祖国和家人交上

的答卷。“进入 2024 年，这也是每一名雅

万高铁运维人员始终坚守的初心和努力追

寻的目标”。

在雅万高铁绽放中国青春

□ 王 橦 黄晨曦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周 伟

“25031次轵城站 4道停车，客车 K473
次轵城站 1 道通过……”元旦凌晨 2 时 18
分，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焦作车

务段轵城车站行车室内灯火通明，坐在控

制台前的女孩发出了多条指令。伴随着清脆

的鼠标点击声，她放下电话，伸臂、双指并拢

指向屏幕确认。虽然外表看上去有些文弱，

但她的声音洪亮而坚定，眼神中透露着沉稳

与自信。她就是 95后车站值班员余晓玥。

2024年元旦，是余晓玥参加工作后经

历的第四个元旦值班。“每个节假日都是对

铁路人的考验，特别是元旦前后。电煤保供

压力大，我们的工作也最繁忙。”余晓玥说。

上岗前，余晓玥像往常一样给父母打了通

电话，嘱咐他们早点休息。然而不同的是，

从今天起，余晓玥正式坐到了车站值班员

的位置上，成为整个车站行车组织的核心。

轵城车站是三等小站，这里没有旅客，

也不办理行李、包裹托运。1张桌子、6台电

脑屏幕、1 部车机联控电话、1 块站场示意

图，这就是余晓玥的全部工作用具。在 20
多平方米的行车室内，鼠标键盘的敲击声、

急促的电话声“不绝于耳”。作为铁路行车

组织的心脏，车站所有的接发列车指令、调

车作业命令都从这里发出。这就要求车站

值班员必须注意力高度集中，时刻紧盯屏

幕上列车的移动，听清对讲机、列车调度通

信设备等联系汇报的内容，做到“眼观六

路，耳听八方”。因为工作要求多、节奏快、强

度大，并且频繁上夜班，这个岗位被戏称为

“男人们的天下”，而余晓玥却是一个例外。

“我家住在铁路附近，从小就喜欢火

车，小时候我常常听着火车的声音入睡。”

怀揣“铁路梦”的余晓玥，高考后毅然报了

铁路专业。在校期间，她刻苦学习理论知

识，积极参加实践锻炼，大二时就被推优入

党。那一年，正逢郑徐高铁开通运营和济郑

高铁开工建设，如火如荼的高铁发展，让余

晓玥感慨自己赶上了好时代，也更加坚定

了投身铁路事业的决心。

2018年毕业后，余晓玥进入中国铁路

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焦作车务段工作，被

分配到轵城车站。“起初到行车室见习时，

连续上 12个小时的高强度夜班，自己很不

适应。说实话，我也没想到能坚持到今天。”

余晓玥说，那时身边也有同事认为，她一个

看上去文静瘦弱的女孩能坚持到见习期结

束就行，还有人劝她早点换到轻松的岗位。

然而，这位平时说话温柔、喜欢拍照、

爱笑的女孩，却被这些话唤醒了骨子里的

“倔脾气”。“谁说女子不如男！”天生要强不

服输的她暗下决心，要让身边的同事们看

看，女孩也能扛起行车安全的“半边天”。从

那以后，余晓玥一点点钻研专业书籍，天天

追在师傅后面请教每一个专业术语的含

义。“列车进入哪条股道，何时准备发车，通

过的先后次序……这些工作看似简单，却

十分重要，直接关系到铁路运输的安全畅

通，所以我必须问清学透，容不得有丝毫马

虎。”余晓玥说。

凭着那股认真的拼劲，她在信号员的

岗位上一干就是 5年，硬是把自己从“门外

汉”练成了技术标兵。2022年，余晓玥代表

单位参加技能大赛，拿到了第一名的好成

绩。经过上千次的开放信号、上百次的车机

联控和排列进路，对现在的余晓玥来说，处

理每项工作，都变得心应手。好不容易得个空

隙，余晓玥抓紧时间喝了几口水，起身稍稍活动

下有些僵硬的四肢，然后继续伏案“战斗”。

“57019 次，轵城站 1 道停车。”不知不

觉中，2024 年第一天的太阳已经悄然升

起，接完这趟列车，余晓玥就可以下班回家

了。“前段时间看到网上一段甘肃地震时车

站值班员拦停列车的视频，我深受感动，他

们也是我今后学习的榜样。”谈及新岗位，

余晓玥说，“我知道，今后我要学习的东西

还有很多。但我相信，只要心里时时刻刻装

着责任，就一定能干好。”

95后女“行车指挥官”的新年第一班岗

2023年 12月 28日，在正式宣布造车后的第1003天，小米汽车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首次举行技术发布

会。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CEO雷军表示，小米集团战略全面升级“人车家全生态”后，智能汽车已成为

公司战略中最重要的一环。

元旦当天，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包

头站客运员王欣婷在帮助外籍旅客核对乘车信息。

李振鹏/摄

郑州客运段烟台车队担当的K1596次列车，在工

作中落实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难必帮的“三有”服务。

图为元旦当天列车长杨洪军为旅客服务。 张 强/摄

元旦当天，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

赣州西站客运员刘敏在站台上提醒旅客安全

乘降。 邹 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