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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 海 李 珂 马瑜阳 田锋力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周 伟

冬日，黄河波光粼粼，奔腾流向远方。位于陕晋

两省交界处的 1200 米长的南同蒲铁路黄河大桥如

钢铁巨人，用臂膀托举着线路上的列车飞驰而过。

早上 8 点，身穿黄色作业服的张晋刚和工友们

开始了一天的作业。南同蒲铁路是连接陕西山西两

省重要的客货运通道，张晋刚所在的西安工务段华

山桥隧养修工区有 22名职工，负责黄河大桥日常检

查养护工作。春运期间，线路上增开了多趟旅客列

车，他们与时间赛跑，争分夺秒检修设备，守护着大

动脉安全畅通。

“今天进里面检查就基本看不到光亮了！”黄河

铁路大桥上面跑火车，下部巨大的钢梁由一个个钢

结构“小房子”构成。张晋刚和工友们来到一个半米

高的检查口，打开盖板，依次探身钻进去。走进梁体

内部眼前漆黑一片，一个个梁箱接缝如同一个个窗

格延伸至远方。拿着强光手电，光仿佛都被一个巨大

的黑洞吸收，逐渐微弱起来，人行走在里面如同走进

幽远的时空隧道。

“在漆黑空旷的箱梁桥内，检查锤就相当于我们

的‘听诊器’，通过敲击检查梁体螺栓是否有松动、脱

落、开裂。”借着头灯的光亮，张晋刚走在最前面。从

顶部螺栓，到侧向螺栓，眼看手敲耳听，箱体里的上

万颗螺丝都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

黄河大桥是全线的重点设备，春运期间，他们加密检查频次，一个

月内需对 8万颗螺栓、桥上 3408根枕木、6816个螺栓以及 96个支座进

行全面检查，以确保大桥状态良好。

“敲的时候，要注意听这个声音，紧固的螺栓声音清脆，稍稍松动的

螺栓，声音就有一点闷闷的……”张晋刚一边拿着检查锤敲击螺栓，一

边对身旁的徒弟卫小林说。从脚下铁板到头顶天花板螺栓密密麻麻，每

个螺栓需要在不同角度分别敲击 2至 3次，1000个螺栓就要上万次敲

击。他们依次敲击，不漏一个。

“干这个活，要耐得住寂寞，一进去就看不到光，一待就是大半天。”

张晋刚说。冬天黄河桥面寒风凛冽，冻透的钢梁桥里面哈气成霜，他们

戴着头灯在黑漆漆的箱梁桥里“摸索”前进。桥下是一个个梁箱，梁箱里

隔断特别多。检查人员走在里面每隔 3-4米要跨一次“栏”，他们每次检

查完毕要跨 312个栏。每次“跨栏”40厘米高度看着轻松，走时间长了腿

就开始不由自主地降低高度，越走越感到费劲。虽然每个职工都戴着安

全帽，帽顶却都是坑坑洼洼的，那是“跨栏”时与头顶钢构件亲密接触留

下的印记。

1992年张晋刚从部队复员来到这里，成为一名桥隧工，每天登桥

上山养护设备。30多年过去了，他也从年轻的小伙儿变成老职工。这些

年，张晋刚明显感到腿脚没原来那样利索了，“过去‘跨栏’探个身就能

过去，现在老胳膊老腿，为了稳当起见，得先用胳膊撑在横板上，身子再

接着过去”。

“师傅，箱梁顶上螺栓我上去看，你别上去了。”头顶上的螺栓，站在

底下看不见，得借助梯子登高检查。徒弟心疼师傅，不等师傅说话，卫小

林一把从师傅手里接过梯子，“噔噔”几下上去了。

“犄角旮旯的螺栓再看看，拧紧！”张晋刚在旁边不断叮嘱。随着

“哒哒”声响起，卫小林拿着锂电池扳手把螺栓复紧。而站在下面的张晋

刚也没闲着，又开始检查脚面附近的螺栓。

“现在设备好多了，原来老桥检修任务比这多几倍！”张晋刚说，

2019年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对南同蒲铁路黄河大桥实行了

硬件改造，将原来老式钢梁结构改造成了箱梁结构，使设备保安全能力

大幅度提升。

卫小林 2011年分到这里，他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跟师傅上桥，“看到

脚底下的河水，整个人心惊胆战的。”张晋刚说，卫小林干得不错，“几年

下来迅速成为班组的业务骨干”。

桥下检修忙，桥上列车通过忙。每当列车驶过，头顶不时传来闷雷

一样的声音。桥梁里面阴冷、黑暗，让人感到很压抑。黄河大桥地处偏

远，他们中午通常都是带着馒头、榨菜吃顿简餐，累了就靠在钢隔断的

“门栏”上休息一会儿。

经过 7个小时“夜行”，张晋刚和同事们终于完成了当天桥梁设备

的检查任务。打开梁箱盖，又看到了“久违”的阳光，他们都不禁猛吸一

口新鲜空气。远处，又一趟载满旅客的列车驶来，即将穿过黄河大桥。车

上的旅客不会知道，桥下面有这样一群人在黑暗中不断前行、努力，为

他们守护着脚下的桥、轮轨下的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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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 晨 王欣欣 李小龙
张雅奇 慕菁华 成汝佳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周 伟

在全国各地，有很多火车站的名字都与

龙有关。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在中国传统

的农历新年即将到来之际，龙年春运又有什

么新特点、新变化？我们在经济大动脉上探

访各地关于“龙”的火车站历史与现状，记

录坚守在铁路一线的青春故事。

除夕当日，中国青年报社还将联合全国

铁道团委开展“龘龘龘龘看春运”直播活

动，带领你了解全国 16 个“龙”车站的故

事，走近众多奋战在春运一线的铁路青

年，感受流动中国蓬勃向上的青春活力，

敬请关注。

挥洒青春汗水，畅通钢铁巨龙

“晚上一场风，道心上又积了厚厚的沙

子，我们大清早就要赶去清沙。”持续了一

夜的风还没有完全退去，中国铁路乌鲁木齐

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密基础设施段巴特综合维

修车间技术员王军林，就带着一支年轻的清

沙队伍，准备出发前往清沙现场了。

哈 （密） 罗 （布泊） 铁路沿途经过巴

特、黑龙峰等 9个车站，直接挺进有着“死

亡之海”之称的罗布泊。黑龙峰站，是哈罗

铁路上的一个小站，但就是这个不起眼的小

站，预计春运期间将有 120列 5400车的钾肥

经过这里。

黑龙峰站附近区段，曾被治沙专家认为

是全国遭受沙害最严重的铁路线路之一。一

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风沙成了这里的标

签，尤其是春运期间，清沙更成为这里的日

常。农时不等人，为了将近 35 万吨钾肥能

顺利投入到春耕中去，王军林这个 90 后小

伙子被委以重任——带领一支清沙青年突击

队挺进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漠。从此，青年抗

风斗沙就成了这里一道独特的风景。

昨晚刮了一夜风，沙子又掩埋了钢轨。

在赶往清沙作业现场的路上，坐在汽车里能

够清晰听见风吼的声音。“每天都这样，像

是跟我们示威一样，谁怕谁啊！”王军林说。

“上行无车，下行无车，可以上道作

业。”8点 30分，清沙作业正式开始。清沙

队员戴好手套、防风镜、飞巾等防沙全套保

护用品，分头进行清沙作业，凛冽的寒风裹

着沙子，打在棉衣上“沙沙”作响，扬起的

沙子呛得人喘不过气，即便“全副武装”，

但细细的沙子还是会钻进头发里、耳朵里、

嘴巴里，让人感觉说不出的难受。

“挖了多少锹早记不得了，有些青年上

班刚一年，手心就已经磨出了厚厚的老

茧。”王军林说。

每次清沙，风沙的声音会完全掩盖住他

们说话的声音，只能听到沙子打到头灯上的

声响。时间长了，他们也形成团队独有的小默

契，只需要一个手势，便知道对方的意思。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人与风、人与沙反

复较量着。黄沙，被一锹一锹扬了出去，轨

枕一根接着一根露了出来，持续了近 6小时

的清沙工作暂时告一段落。

“去年除夕，年夜饭刚端上桌，就接到

通知，黑龙峰附近线路沙害严重。我们 50 多
人放下筷子就上了清沙战场，从晚上 8点一直

清到第二天上午，回到家后才吃上了一顿饺

子。”王军林回想这一年的清沙故事，说一幕

幕画面“像过电影一样在脑海中播放”。

有人问他们，累不累？王军林回答说：

“累！为什么能坚持？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

大都是农民的儿子，我们知道有了好的钾肥，

农作物才能更好生长。从这里运输出的钾肥也

可能销往我们的家乡，保障了钾肥运输，自己

的家乡也会变得更好啊！”

位于山西省临汾市“全国华人老家”洪洞

县龙马乡的“龙马站”，是晋陕蒙地区西煤东

运的重要通道，承担着临汾、洪洞地区的煤炭

货物集运业务，年货运发送量达 200万吨。

“身处‘龙马站’，就要弘扬‘龙马精

神’，锤炼精湛的业务技能，为‘电煤保供’

贡献青春力量。”龙马站货运员吴梦瑶介绍

说，站区有临汾综合段车务、工务、电务、供

电专业青年职工 7名，他们昼夜坚守在瓦 （塘

镇） 日 （照） 线货运主战场，细致检查货运装

载加固，耐心走访货源潜在客户，主动承担扫

雪除冰任务……

万家灯火团聚时，汽笛声声。一列列满载

煤炭、货物的万吨重载列车，穿山洞、跨峡

谷，自西向东，横跨晋冀，如钢铁巨龙蜿蜒奔

驰在瓦日线上，彰显了大山小站电煤保供的

“国之担当”。

被誉为“港口生命线”、隶属于中国铁路

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的龙 （口） 烟 （台） 铁路

地处环渤海经济圈，这条线路上的龙口市站内

活跃着烟台车务段、青岛工务段等 5个单位的

30余名团员青年。

每天两趟始发列车，1000 人的旅客发送

量，这就是春运里龙口市站的日常。龙口市站坐

落于渤海之滨——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境内，

是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烟台车务段管

内的三等客运站。看似体量小、不起眼的小站，

承载的却是当地市民的出行期盼。

龙口市古称“莱子古国金黄县”，虽然位列

全国百强县第 8 位，但县内办理客运业务的火

车站只有龙口市站。2017 年 12 月，龙烟铁路通

车，2018年 1月 22日龙口市站正式投入运营。

“龙口市站的旅客大部分是老年人，他们

对电子产品、设备使用不熟悉，我们会帮助有

需要的老年旅客购票、提供换乘方案、协助刷

证进站，对有需要的旅客还会提供轮椅帮

助。”车站青年客运员张仁静说。

副站长韩季成也深有体会，“车站老年旅

客较多，忘带身份证、不会使用自助设备的情

况很多，我们会在两趟列车检票时，组织青年

志愿者有针对性地为旅客提供帮助。”韩季成

今年 35岁，刚到车站工作不足 1年，今年也是

他在龙口市站的第一个春运。

作为车站最年轻的副站长，春运期间韩季

成每天都要实时监督车站的行车作业、客运组

织，对设备设施进行巡视检查。春运期间，他

发现、解决了多处安全隐患。“站虽小，但保

安全、保畅通的责任可一点不小。”用韩季成

的话说，工作看似简单、重复、枯燥，但铁路

安全无小事，安全上容不得半点马虎。

虽然旅客发送量不多，车站的施工作业可

一点不少，“今年以来车站的大小施工多达 30
余次”。韩季成说，为给旅客提供安全舒适的

乘车环境，所有的施工在春运前已经全部结

束。据了解，车站的这些施工作业大部分都是

为潍 （坊） 烟 （台） 高铁开通做准备。

2024 年，潍烟高铁即将开通，龙口市站

也将正式融入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开启

真正意义上的“高铁时代”。“对于龙口人来

说，这算是龙年最好的新年礼物了吧！”韩季

成说。

扮靓城市窗口，喜迎八方来客

春运期间，浙江龙游火车站出站口人头攒

动。自动检票机前，客运员有序引导，旅客将

身份证放在机器上，随后目视摄像头，“人”

“证”“票”合一，闸机门打开，迅速通过检票

机出站，乘旅游大巴前往龙游石窟景区。

龙游站位于浙西金衢盆地龙游县，是连接

江西、安徽和福建三省的重点交通节点，素

有“四省通衢汇龙游”之称，规模宏大、气

势磅礴的龙游石窟吸引了众多旅游者前来打

卡。为了服务好众多到龙游来的旅客，金华

车务段团委精心细化春运方案，创新服务举

措，提升服务技能，组织近 20 名车站青年职

工利用休班时间参与旅客志愿服务，结合实

际推出 7条服务措施，实行“检验合一、售服

合一、应急监控合一”客运服务新模式，提升

旅客出行体验。

在祖国南端，海南岛亚龙湾拥有 7000米长

的银白色海滩，沙质细腻，年平均气温和海水温

度均在 20多摄氏度，终年可游泳，被誉为“天下

第一湾”。春运期间，亚龙湾站在车站开展志愿

服务活动，完善亲人式、无缝式、双语式等“六

式”服务法工作流程，为冬日旅途增添温暖。

春运期间，洛阳龙门站志愿者李文治和其

他成员尤为忙碌：服务重点旅客，接听电话，

推着轮椅、拎着行李，一次次往返于站台与候

车室。

洛阳龙门站是郑西高铁全线最大的中间

站，位于河南洛阳市洛南新区，东临伊河，北

面与洛阳市政府相望，南临万安山，有世界文

化遗产龙门石窟。春运首日，车站围绕“龙行

龘龘，龙门寻龙记”主题开展系列活动，车站

青年职工身着汉服，为旅客送上精心准备的龙

年主题快闪节目表演，邀请旅客参与互动答

题，并在服务台、候车室进行特色文化章打卡

留念，让旅客在温馨出行中感受文化的魅力。

根植红色沃土，续写老站荣光

福建龙岩之名源于先民在岩洞中祭祀真

龙，位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处，是全国著名革命

老区，是红军的故乡、红军长征的重要出发地

之一，也是福建省重要矿区、林区，是海西品

牌最多的旅游区，更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

重要孕育地、实践地。

“老区红色故事，我们每个人都能讲上一

段。”近年来，红色研学客流成为龙岩站的主

要客流之一。讲上一段红色故事，再说说交通

如何接驳、度假游红色游怎么结合，随着老区

红色旅游越来越红火，“大家都从客运员变成

了讲解员”，龙岩站党支部书记叶鹏说。

坐落于北京燕山深处八达岭长城脚下的青

龙桥车站，因詹天佑修建的“人”字形 （北）

京张 （家口） 铁路闻名天下。站区内红色的尖

顶、青色的墙壁、古朴的百叶窗、男女分开的

候车室，凸显了中西结合的建筑风格，承载着

百年京张的历史变迁。

110年后的今天，青龙桥站俨然成了一座

“博物馆”，扎根小站的京铁人用汗水和智慧讲

述着精彩纷呈的小站故事；世界一流的京张高

铁从车站地下 4米穿过，实现了地上与地下的

立体交汇，将“人”字汇聚成一个“大”字。

作为铁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车站累计接待参

观者近百万人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千余

场次。春运伊始，北京北站组建“青年宣讲

队”，将百年京张文化与智能京张文化相融

合，赋予车站新时代的文化内涵，引领当代青

年传承百年京张和京张高铁精神。

在祖国的北端，大兴安岭南麓与松嫩平

原过渡地带、雅鲁河畔，有一座比青龙桥站

历史更久远的车站——建于 1901 年的龙江

站。车站货运业务主要以粮食为主，年发送量

60 万吨。春运前不久，齐齐哈尔车务段挖掘中

东铁路历史，通过大量的图片史料和游戏互

动，开展沉浸式教育活动，引领青年将爱国精

神厚植于心。

出生于 2000 年的白嘎力， 2023 年 8 月毕

业后被分配到齐齐哈尔车务段龙江站。今年，

他顺利出徒，加入到全段首批独立顶岗的 00
后队伍中。2024 年春运，对他来说是工作后

的第一场“大考”。

作为龙江站年龄最小的连结员，他的家远

在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平日里基本以站为

家，主动担负清理卫生、车站除雪等工作，在

同事们有困难时随叫随到，大家亲切地称呼他

为“龙江小太阳”。

连结员主要负责完成车辆的解编、取送、

对位等作业内容，是运输生活生产最基础、最

重要的一环。春运以来，龙江站运量日益增

加，日均调车作业涨到 60 余钩，开行始发列

车两列。连结员长时间在室外作业，需要在冰

天雪地里与铁轮“共舞”。白嘎力说，迎面而

来的寒风“刮在脸上就像刀割一样，哈出的热

气瞬间在围脖和帽檐上凝结出了霜花”。尽管

作业环境艰苦，但白嘎力排风摘管、撤设防

溜、检查车辆毫不含糊。

白嘎力说今年不打算回家过年，“我属

龙，从内蒙古来到黑龙江，又工作在龙江站，

龙年春节我也在岗。我的工作能帮助更多的人

过一个平安幸福年，我感觉非常开心，浑身总

有使不完的劲儿。父母也很支持我，觉得我是

他们的骄傲。”

进入春运以来，白嘎力主动请缨，利用休

班时间到客运帮班作业，协助旅客购票、搬运

行李、引导站序。白嘎力说：“看到旅客平安

抵达，我越干越有劲了。”这也是奋战在春运

一线 70万铁路青年的心声。

除夕，一起看“龘龘龘龘看春运”直播

“龙”车站里的青春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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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黄河桥面寒风凛冽，冻透
的钢梁桥里面哈气成霜，他们戴着
头灯在黑漆漆的箱梁桥里“摸索”
前进。桥下是一个个梁箱，梁箱里
隔断特别多。检查人员走在里面每
隔 3-4 米要跨一次“栏”，他们每次
检查完毕要跨 312 个栏。每次“跨
栏”40 厘米高度看着轻松，走时间
长了腿就开始不由自主地降低高
度，越走越感到费劲。虽然每个职工
都戴着安全帽，帽顶却都是坑坑洼洼
的，那是“跨栏”时与头顶钢构件亲密
接触留下的印记。

旅客平安抵达，货物安全送达，越干越有劲儿——这是奋战在春
运一线70万铁路青年的心声。

在郑州开往烟台的K1596次列车上，一个小朋友在列车员的帮助下制作好拉花纸龙，兴奋地向家人展示。 张 强 袁安民/摄影报道

□ 马心啸 钟泽宇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周 伟

“马哥，你的头发多久没理啦？”小伙伴们看到团支部书记马心啸

“发量喜人”，这样调侃道。

“嗨！这一个多月接车、调机作业量大，又忙着进学校作铁路安全宣

传、开展志愿服务，没空回家咧！这两天就去理发，精精神神地过大年！”

马心啸有些害羞地摸了摸头。

马心啸工作的地方叫火龙岗站，北接中国最繁忙单线铁路之一的

宁（南京）芜（湖）铁路，南启安徽修筑最早的铁路——皖赣铁路。皖赣铁

路自计划修建到完全建成投入运营，经过了一个世纪的漫长时光。在铁

路人接续奋斗下，1985年，这段穿越众多山区、建筑施工难度大、历经

坎坷历程的铁路终于全线通车。

这条蜿蜒在皖南山区的钢铁巨龙，改写了沿线人民的生活。马心啸

说，如今每一名新入职火龙岗站的青年，都会在站台“0K0M”（铁路线
起点）公里地标处拍照打卡——这里是皖赣铁路的起点。

“火龙岗”这个名字也大有来头。“附近地理环境奇特，红土岗丘起

伏，形似卧龙”，车站党总支书记辛高峰说，“加上处在丘陵地带，地下有

煤层，人们相信这是火龙留下的宝藏，是火龙守护的福泽之地，所以称

火龙岗”。

火龙岗站隶属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芜湖车务段。火龙

岗站“龙系青年”不少，00后王云龙就是其中之一。“龙年出生、望子成

龙，我父母早早定下了名字里的‘龙’字。尽管火龙岗站不办理客运业

务、不直面旅客，但我们要在幕后指挥列车开行。”作为一名车站值班

员，王云龙说自己今年不回家过年了，“今年春运图定日均 228趟车，保

障线路安全的‘天窗’多，调车作业也多，我必须独当一面，在岗位上展

示‘龙系青年’的精神”。

在“0K0M”地标打卡

春运期间，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公司淄博工务段

周村线路工区青工石强采取徒步巡检形式，全面排查

线路病害。 郭修山/摄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龙里站成立青年突

击队，加强对接发列车环节全流程卡控。 贺 伦/摄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曲靖车务段青年

志愿者李灵梅引导乘坐公益慢火车的老乡们候车。

李钰莲/摄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龙嘉站青年职工

王冠文在候车室为旅客解答疑问。 杜卓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