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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奔驰在神州大地上的高铁动车组，
被誉为 “没有翅膀的飞机”，而带着它们飞驰
的轮轴， 就如同动车组的双足。 在武汉动车
段，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常年坚守在动车组轮
轴之间，在波纹跳动中守护着动车轮轴安全，
他们被誉为动车检修一线的“B超”大夫、“轮
轴医生”。 今年春运，他们将继续确保动车组
的“双足”安全无恙。

动车组探伤分为空心轴探伤和LU轮辋
轮辐探伤，有着毫米计的精准度，相当于人体
“B超”。 通过超声波反馈回来的波形，判断哪
里有细微的伤痕，这是一项技术活。

春运期间， 动车组空心轴日探伤任务
为128根，轮对探伤任务为256个，每个单项
检测时间大约是20分钟，“B超大夫”需要干
上一整天。 “我们的工作就是通过仪器和经
验 ，找到这些不到1毫米的损伤 ，防患于未
然……”探伤工长张仕俊说。

探伤辅助张鑫从事探伤工作3年来，每天
需要做500次的蹲起和400余个配件的拆装，

这对他来说早已成为一种习惯。 他的经
验就是“按照写的做，按照做的写”。 每
一个标记，每一颗螺栓，都要严格按照
作业指导书及技规操作要求进行操作，
任何疏忽都将造成不可挽回的灾难。

“比头发丝还要细的伤痕很难发
现， 一个探伤工想要具备良好的诊疗
技术，除了高强度的工作锤炼外 ，更需
要日积月累的‘临床’经验。 ”探伤工崔
凯说道。 他从一名探伤辅助到成为一
名探伤工花了近两年时间 ， 付出了诸
多汗水。

在探伤机前保持精神高度集中的情
况下，崔凯一站就是10个小时。 经过两年
的磨炼， 他已经成为这个行业的 “小专
家”。 仅2016年，他凭借精湛的检修技术
连续发现故障近20件。

探伤仪器校验是探伤作业的第一道
工序，也是最后一道工序，它主要是通过
样板轮来校验探伤仪器系统的性能，检
查系统技术状态， 借以确定探伤的灵敏
度，保障探伤作业的精准性。只有每个环
节精检细修，才能确保春运安全。

动车“B超”班

一个人的
春运

支南路上的“老伙计”

西北边陲小镇额济纳旗的鞭炮声
此起彼伏，就要过年了，忙碌一年的人
们和往年一样置办着各种年货，准备辞
旧迎新。 呼和浩特铁路局临策基础部额
济纳综合车间的外地职工纷纷打点行
囊，准备回家过年，唯独家在甘肃省民
乐县的韩启银还和往日一样早出晚归，
领着工务人员维修线路。 因为，他的家

人都在这里。
父母靠着10亩薄田把韩启银供成大学

生。 2011年3月，从兰州理工大学土木工程专
业毕业的韩启银，在面试的上百号人中脱颖
而出， 成为呼铁局的一名职工。

2011年5月他被分配到临策基础部从事
桥梁维修、防洪应急处置方面的工作。 当时
的临策基础部技术资料、 基础数据都没有
完善 ，2011年12月 ，韩启银主动请缨 ，冒着
风雪严寒 ，全面排查管内所有桥梁 、涵洞 。
在排查中他发现了防沙明洞混凝土掉块的

问题， 通过现场试验和翻阅大量的技术资
料，撰写了明洞伸缩缝施工新工艺论文，获
得了呼铁局2012年度节支增收合理化建议
技术改进奖。

2013年，26岁的韩启银因出色的表现被
破格提拔为额济纳综合车间工务组组长。 他
以身作则不断提高工务专业组管理水平，所
带领的班组每年都有重大立功表现，本人也
获得路局颁发的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远在异乡的韩启银常年奔波在荒凉的临
策线上， 对亲人的思念只能深深地埋在心

底。为了在一起，妻子刘惠芳放弃原单位出纳
的工作来到了临策线， 以劳务派遣工的身份
在车间从事记工员的工作。结婚时，车间的条
件有限，两人就把宿舍里的两张单人床一拼，
窗台上摆了几盆花，就有了家的味道。虽说很
简陋，但他们还是很满足。

2014年10月，他们迎来了爱的结晶，父母
则从老家过来帮他们照看孩子。 两位老人都
是种庄稼的好把式， 闲不住的他们帮车间扩
建菜地，扩大养殖，丰富了职工们的餐桌。

有了家人的陪伴和支持， 韩启银的心更
安定了，工作的劲头更足了。沙害、水害、牲畜
上道、临时应急，各种突发情况都能带领班组
的工友们应对自如。

韩启银琢磨着，等过完年，返乡过年的职
工回来上班后，他也休息几天去看房。 “我想
从额济纳旗买套房子让父母住， 他们辛苦了
一辈子也该享享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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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强迫症”的
计划员

把家安到车间来

王荣翔 姜文卓

提起春运， 很多人脑海里的画面都
是人山人海。杨小伍的春运，却是形单影
只。

今年51岁的杨小伍是南昌工务段南
丰线路车间的看守工。 1月11日，春运前
两天， 他就住进了位于昌福线武夷山隧
道口旁的临时看守点。

由于铁路点多、线长、面广，为了保
障列车安全运行，铁路部门在山区、隧道
等重点地段设置临时看守点， 负责监看
周边山体和路基状况，加强线路巡视，紧
盯防洪地点的雨量， 守望每趟列车安全
驶过。

一个简易的窝棚、一把椅子、一本登
记册， 这就是杨小伍所在的看守点的全
部。夏天蒸桑拿，冬天刮北风，碰上雨季，
由于窝棚简陋， 外面下大雨， 里面下小
雨。 临时看守点位置偏僻，荒无人烟，一
来要提防蚊虫蛇鼠等“不速之客”，二来
最愁一日三餐温饱。 看守员通常自带干
粮，冷了就着开水吃。

临时看守点虽小， 但安全责任一点
也不小。 有一回夜里，一场大雨刚歇，杨
小伍例行巡山。当他走到昌福线某处，发
现铁路栅栏外山坡发生溜坍， 坍体体积
达50立方米。 见状，他立即向车间汇报，
并拿来铁锹清理溜坍下来的沙石和泥
土。 等到增援队伍赶来， 及时将坍体消
除，防止了一起行车事故。

看守工的工作是三班倒，三人轮岗，
一个人值守24小时， 陪伴他们的只有钢
轨和大山。 这里不通公路， 汽车无法直
达，经常坐车到山脚，再徒步爬5公里的
山路。 遇上雨天，一脚泥水一脚雨水，到
了看守点就成泥人。这里信号时有时无，
空闲了给家里打个电话， 常常打了一半
就断了，处于“失联”状态，等再有信号
时，也没了聊天的兴致。

临时看守点也是流动的， 杨小伍经
常今天在这座山头，明天在那处深山，很
难顾及家里。 有一次，妻子来电话说，年
迈的母亲突发疾病。 “我心里虽然急，但
岗位的安全责任却让我不能离开， 只得
让妻子先看着。等到下班，我再赶紧奔向
医院”。

常年与寂寞为伴， 每当列车从自己
值守的地点驶过， 他会格外兴奋：“有时
火车司机会鸣笛示意， 有时车上旅客会
投来关注的目光， 这个时候我就不再感
觉孤单。 这也是我值守的意义。 ”

张冉冉

提起火车站张贴的列车时刻表，大
家都不陌生， 但是提到车站负责制作时
刻表的计划员，却鲜有人知。90后姑娘张
会就是江苏常州火车站的一名计划员。

2017年初，对于张会来说格外忙碌。
“1·5” 全国铁路大调图和2017春运两次
重要的时刻表调整集中在了一起， 加上
日常周末高峰时段临时旅客列车的开
行、 每日班计划的编制和票额的动态监
控， 她整整一周没有准时下班与家人共
进晚餐了。

张会的办公桌几乎被电脑和四摞堆
放整齐的表格资料占满了， 右边各种颜
色记号笔竖在笔筒里，左边放了个杯子，
东西不少但格外整洁， 以键盘为中心还
颇为对称。 张会笑称这是自己的 “职业
病”， 长期和大量的数据表格打交道，要
是没了这份“强迫症”，便很容易出错。

张会的这种“强迫症”在近期春运的
准备过程中就体现出了优势。一把尺子，
几只记号笔，一叠调令和表格放在面前，
一干就是大半天。 每趟经过本站的春运
临时旅客列车的开行日期、 在每个停靠
站的到点与开点、 计划停靠在哪个站台
等， 上万个待核验的数据密密麻麻地挤
在寥寥几张表格中。

张会用尺子依次对准每行数据挨个
核对，正确的标蓝，有错的标黄，有疑问
的空着， 一张表格全部核对结束再翻文
件一一确认。

为了防止自己眼睛疲劳造成差错，
有“强迫症”的张会还制定了严格的“冷
核对”计划———当天核对完的数据，等到
第二天和第四天再分别校对一遍， 经过
三次反复确认才能形成最终的表格。

为了更好地实现“平安春运、有序春
运、温馨春运”的目标，张会还给每辆列
车量身订制了“一车一案”。 她把近五年
的数据和今年的售票状况进行了整合分
析，对每辆列车上下旅客人数进行预估，
并标注上车人数较多的车厢号， 为站台
工作人员到时举牌引导提供重要依据。

“一想到自己制作的时刻表可以给
那么多旅客提供方便，就很骄傲。 ”张会
扶了扶眼镜，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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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爱民

1月6日， 太原车辆段一列编组19辆的绿
皮车从塞外大同迎着风雪一路南下奔赴广
州， 在春运期间支援南方人口密集城市的旅
客运送任务。这种现象在业内被称为“支南”。
今年该段共编发援外列车9组171辆， 是连续
执行支南任务的第20个年头。

由6名车辆乘务员组成的乘务组，大多是
支南经验丰富的老乘务员，平均年龄56岁。其
中，有着16年支南经历的乘务长楚国武今年6
月就要退休了。临行时，与他同岁的“老伙计”
蔡贞飞也加入了南下的队伍。

他俩的熟识是在两个月前， 当时两人共
同值乘旅游列车，楚国武是乘务长，蔡贞飞后
半夜盯班。 楚国武去探班时发现，蔡贞飞的手

机总是在深夜响起，原来为了准时巡检，蔡贞
飞把每一个巡检点都设置成闹钟。 有次在闲
聊中， 蔡贞飞得知楚国武连续16年放弃春节
与家人团聚的机会执行支南任务， 被深深触
动。 他执意要陪楚国武站好职业生涯中的最
后一班岗， 于是写申请也加入了今年的支南
队伍。

列车还未驶出大同地区， 楚国武便招呼
大家忙碌起来：给锅炉加炭、整理备品柜、车

厢巡检。 楚国武提醒道：“虽然支南车辆都是
新车，但车况我们并不了解。加之北方天寒地
冻，我们只能保留宿营车厢的生活用水，其他
车辆要逐一复查确认水箱已排空， 以防管路
结冰，冻裂。”话音刚落，蔡贞飞已带领同事进
入车厢，逐辆对客车水阀进行确认，并习惯性
地手拉车门、车锁，顺便查看门锁作用是否良
好。

列车在夜色中驰骋， 乘务员离家的方向

越来越远。望着窗外飘落的雪花，蔡贞飞问楚
国武：“退休了，有什么打算？ ”楚国武说：“先
陪家人过个团圆年吧！ ”

1月7日10时15分，列车到达石家庄南站，
利用换挂机车时间， 楚国武组织乘务员对车
辆走行部、电力连接线进行检查。 不一会儿，
对讲机传来“电力连接线断开”的紧急情况，
楚国武一路小跑赶过去， 对裸露的电力连接
线端口进行包扎、固定。

列车继续前行，窗外有了绿意，雨水
把车窗清洗得更加透亮。 蔡贞飞拿出手
机翻看日历， 喃喃道：“再有64天就退休
了哟。”他让楚国武帮他在援外列车上拍
了一张作业照。

1月9日5时，历时57小时，援外列车
途经河北、河南、湖北、湖南等四省，运行
2139公里，抵达广州客车整备所，等待春
运大幕拉开。

楚国武和蔡贞飞来不及换下厚实的
冬装便再次对车门把手、衣帽钩、卫生间
冲水设备等进行复查， 两人额上都渗出
细密的汗珠。 蔡贞飞一边检查一边对楚
国武说：“一列客车就是一个流动的家，
旅客上来看到有一个整洁的环境， 回家
的感觉就不一样，心情就不一样。 ”

王志鹏

春运背后的
班组人

1月10日凌晨1时20分， 北京铁路局
石家庄电务段石家庄新客北信号工区的

职工正在京广高铁线上巡检。
作为高铁大站的信号工， 每天零时

20分到4时20分是他们对铁路电务信号
设备检修的天窗期。 2017年春运期间，石
家庄站每天增开高铁12列， 增开普铁40
列。信号工的工作也将比平常更加紧张繁
忙， 而确保安全万无一失是他们的职责，
也是使命。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本报通讯员 化柳青 摄

奔驰。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候车。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1月10日临晨，正在铁路上巡检的信号工。

信号工正在对高铁电务信号设备进行检修。 信号工郭建正在与工友通话讨论当天的信号检修工作。

春运线上的信号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