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披“冰雪蓝”涂装、配以白色雪花点

缀，1 月 21 日，G8825 次冬奥列车稳稳地

奔跑在京张高铁上。“车上有 2700 多个监

测点，涉及走行部、温度、气压等多个状

态，能够实现故障预测并给出运维建议。”

在列车上的监控小屋内，中国铁路北京局

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动车段北京北动车所

随车机械师姜楠盯着眼前 4 块屏幕，关注

着列车数据信息的实时变化。

京张高铁今年将为北京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提供运输服务保障，北京北动车所

则是京张高铁运行动车组的运检维修基

地。姜楠和同事们值乘的 26 组复兴号动

车组，最高运行速度 350 公里每小时，每

天跑行总里程 4 万多公里，相当于绕地球

赤道一圈。

更快的速度、更先进的车型，意味着

更重的责任。随车机械师就像高铁动车

组的“全科医生”，2700 多个监测点、上万

个故障代码，他们不仅要熟记所有故障代

码的含义，更要掌握相应的处理方法，保

障动车组安全运行。

“这些代码都是数字，没有多年积累

很容易混淆，也难以及时作出准确判断。”

一开始，由于缺乏专业知识背景，姜楠压

力很大。上班跟着老师傅熟悉车体结构、

讨论故障，下班缠着厂家技术员问原理、

要代码，足足一个月吃住在现场，他愣是

把车型一点点吃透。

北京北动车所启用于 2019 年，由于

地理位置特殊，初期与其他车站有一段

线路没有接触网，动车组回送得有机车

牵引。一次，天降大雪，几组动车组都要

回送。“牵引要正反挂 6 次车钩，过渡车钩

有 50 多 斤 重 ，干 久 了 感 觉 胳 膊 都 快‘ 脱

臼’了。”从下午 6 点一直干到凌晨 4 点，

姜楠硬是坚持了下来，“看着一列列动车

组平稳进库，我们在京张高铁上奔跑逐

梦的信心更足。”

随着北京冬奥会临近，越来越多的人

选择智能京张出行，座椅无线充电、WiFi
上网、灯光智能调节、奥运赛事直播等服

务，让旅客在感受“中国速度”的同时，也

能享受舒适的出行体验。

“我们要以最饱满的状态，在京张高

铁上为冬奥助力，为中国喝彩！”车里车

外，姜楠和北京北动车所的 350 多名冬奥

列车机械师，又忙碌了起来……

北京北动车所随车机械师——

列车“全科医生” 保障冬奥盛会
本报记者 丁怡婷

平安春运 温暖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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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北京北动车所随车机械师姜楠正在北京北动车所随车机械师姜楠正在检检

查车辆设备设施状态查车辆设备设施状态。。 耿耿 超超摄摄

图图②②：：中国铁路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白城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白城

工务段组织职工防治线路冻害工务段组织职工防治线路冻害。。 孙孙 燏燏摄摄

图图③③：：防疫消杀员在厦门北站候车室进行防疫消杀员在厦门北站候车室进行

消杀作业消杀作业。。 汪汪 翰翰摄摄

图图④④：：武汉大型养路机械运用检修段探伤武汉大型养路机械运用检修段探伤

一队完成钢轨探伤任务后返回一队完成钢轨探伤任务后返回。。 何臣成何臣成摄摄

清晨，温度已低至零下 26 摄氏度，凛

冽寒风呼呼作响，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

限公司白城工务段李家窑线路车间的养护

工们整装待发，前往敦德乌苏桥进行作业。

全长 2108 米，距地面高 60 米，敦德乌

苏桥所在的锡乌（锡林浩特至乌兰浩特）

铁路，是地处内蒙古中东部的一条重要电

煤运输通道。每年有 1300 多趟装煤列车

从这里通过，将 440 多万吨煤炭运往全国

各地。

“由于重载列车碾压，敦德乌苏桥线

路的几何尺寸经常发生变化。所以不论

风霜雨雪，我们都要定期进行养护。”李家

窑线路车间二龙屯工区工长侯峰开玩笑

说，他们的作业要闯过三道关。

头 一 关 ，狂 风 。“ 注 意 横 风 ，注 意 安

全。”这是侯峰每次开始作业时的第一句

话。敦德乌苏桥上的风力常年在 8 级以

上，作业时往往要顶着刺骨寒风艰难行

走，稍不注意就会摔倒。平地上比较容易

完成的松卸螺栓、起道等作业，在桥上却

费劲得多。

第二关，极寒。锡乌铁路穿越草原腹

地，冬季寒冷漫长，气温最低可达零下 40
摄氏度。春运开启后，工段又迎来降温天

气，凛冽的寒风裹挟着雪花，刮向作业的

养护工们。“风打到脸上像针刺一样，让人

睁不开眼睛。”侯峰告诉记者，尽管寒气逼

人，但由于工作量大、难度高，不一会儿大

家的额头上就会渗出汗珠。

第三关，恐高。“刚上到桥面那会儿，

腿一直不停地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适

应。”上桥腿软，是不少职工的共同回忆。

工区来了没上过桥的新职工，首先就要接

受克服恐高的心理疏导。

由于地处草原深处，手机信号盲区较

多。部分区间就算爬上线路两侧的山顶，

手机也只有一格信号，电话勉强打通也是

断断续续。每到夜晚，养护工们只能用早

睡打发孤独的时光。

上跑千吨重，下养毫厘精。“标准松一

格，火车通过时的风险就增一分。线路工

的人生要经得住大自然的风霜雨雪、熬得

住野外孤寂，练就一双“火眼金睛”，才能

确保路桥安全。”侯峰说。

白城工务段线路车间养护工——

路桥“安全卫士” 无惧风霜雨雪
本报记者 郑智文

背起喷雾器，拧开喷头，挥动手臂，雾

状的消毒药水呈扇形喷洒而出……1 月

18 日凌晨 5 时，万籁俱寂，穿过厦门北站

空荡荡的候车室，吴财全开始了一天的防

疫消杀作业。

今年 54 岁的吴财全是厦门北站的防

疫消杀员。他每天都要在 2 万平方米的候

车室内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的预防性消

杀。灌满消毒药水的喷雾器有 20 多公斤

重，候车室消杀一次要用 5 桶消毒水，最快

也要 1 个多小时。春运期间，这样的预防

性消杀，每 4个小时就要重复一次。

没走几步，吴财全额头沁出一圈细密

的汗珠，呼出的水汽透过 N95 口罩的缝

隙，在眼罩内凝成水雾。纯白色的医用防

护服、N95 口罩和护目镜把吴财全遮得严

严实实。

15 分钟不到，满满一桶消毒水就见

了底。重新灌满消毒水后，吴财全抬头

看了眼电子显示屏上的时间，加快了脚

步。春运开始后，厦门北站首趟列车开

行时间提前了半个小时，这意味着吴财

全要在更短时间内，完成旅客候车区域

的消杀工作。

除 了 体 力 上 的 考 验 ，消 杀 工 作 还 得

特别细致。为了让药水喷洒更均匀，吴

财全的步频和步幅尽量保持一致。每走

一步，喷雾杆随之划出一道弧线，细密的

消毒药水覆盖了他走过的每个角落。吴

财全要求自己：候车室的边边角角都要

消杀到位，每块地板、每个垃圾桶都不能

放过。

春 运 期 间 ，候 车 室 内 的 旅 客 明 显 增

多。为避免喷洒消毒药水溅到旅客的衣

服和行李上，吴财全将消毒药水灌入驾驶

式洗地机的水箱里，在候车室内见缝插针

穿梭消毒。栏杆、电梯扶手、检票闸机这

些旅客接触频繁的重点部位，吴财全还要

手持喷壶和抹布反复擦拭消毒。一天下

来，弯腰上万次，步数高达四五万步。

中午 12 时 30 分，吴财全完成第二轮

消杀后，回到休息室，同事已经帮他热好

了饭菜。脱下防护服，摘掉眼罩和口罩，

吴财全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消杀一趟，防

护服能拧出 2 斤水来。”吴财全伸手拿过

茶杯，“咕咚咕咚”灌了两大口水，接着对

记者说，“累一点也不怕，看着旅客平安回

家，心里头踏实。”

厦门北站防疫消杀员——

细喷洒勤消毒 把牢防疫关口
本报记者 颜 珂

1 月 15 日 22 时，离春运正式启动还有

26 个小时。一辆长达 44 米的钢轨探伤车

停靠在湖北随州南站，灯火通明。中国铁

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大型养路机

械运用检修段探伤一队的队员们，正在为

夜里的探伤施工做出车准备。

23 时 20 分，队长郭红松接到发车命

令，他们要在 210 分钟内，对汉十高铁随

州南至汉口站的近 160 公里钢轨进行探

伤作业，“为保障春运线路安全，我们连续

作战 20 多天，利用夜晚高铁行车较少的

时机，对京广、汉十等高铁线进行探伤，及

时发现钢轨伤损，消除线路隐患。”

探伤操作台前，数据分析员胡小福和

吴华斌紧盯显示屏幕。钢轨内部损伤将

通过不同颜色和形状的标记，实时反映到

车载电脑显示屏上。探伤队员们要适时

调整超声波的增益大小和检测轮的对中

状态。“任何细小的疏忽，都有可能造成钢

轨漏检、漏探。”有着 13 年探伤经验的胡

小福不敢有丝毫放松。

16 日凌晨 2 时 50 分，探伤工作暂时告

一段落，郭红松和队友们顾不上休息，继

续对数据进行回放分析，争分夺秒将检测

结果反馈至工务段，尽早消除隐患。

郭红松告诉记者，他们驾驶的探伤车

是国内首台全车全国产探伤车。探伤车

借用超声波原理在行驶中探伤，不仅速度

快，测量精准度也很高，能有效检测钢轨

内部伤损及轨面状态，连肉眼看不到的毫

米级裂纹也能检出，相比以前人工小车探

伤，效率提高了近 30 倍。

“明天就是春运首日，今晚是我们在

春节前最后一次开展夜间高铁探伤。接

下来，将对普速铁路进行探伤，每条线基

本隔一个月就会检测一次。”郭红松说。

钢轨探伤工这个职业很特殊，吃、住

和工作都在同一辆探伤车上，11 名工友一

待就是 20 多天，一年中至少有 11 个月都

在这辆“流动房车”上，给钢轨做“体检”。

49 岁的郭红松入行 15 年来，和队友

们跑遍了武汉局管内所有铁路线，约合 40
万公里，连续 11 年实现安全探伤零失误，

为线路正点运营和安全运行提供了有力

保障。

武汉大型养路机械运用检修段探伤队员——

给钢轨做“体检” 消除运行隐患
本报记者 吴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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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春运日前开启。既要抓实抓细疫情防控，保障旅客安全健康出

行，又要兼顾能源、粮食、农资等重点物资保供，还要高质量完成冬奥运输保

障，今年春运意义非同寻常。为了圆满完成春运任务，天南地北的铁路人紧

张忙碌。他们有的紧盯监控、守护冬奥通行，有的穿越风雪、保障煤炭运输，

有的昼夜消杀、降低旅途风险，有的钢轨探伤、消除线路隐患……记者带您

走近这些可爱的铁路人，感受春运背后的故事。 ——编 者

跳 出“ 舒 适
区”，既是居安思
危的底线思维，也
是化挑战为机遇
的辩证思维。对
于中小企业而言，
尤为重要

前不久，笔者在采访

一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时，了解到这样一件事：

多年前，正当公司发展顺

风顺水之际，客户突然提

出让其与一家海外龙头企

业进行技术对标和产品竞

争。为了不失去客户，这

家 小 企 业 硬 着 头 皮 做 技

改、强管理，从转型无所适

从 到 创 新 无 所 畏 惧 ，“ 对

标”了整整 10 年。

10 年间，这家企业从

名不见经传的“小个子”成

长为“小巨人”企业，从“没

有 一 项 能 力 超 过 对 标 企

业”，发展为全球市场占有

率超 40%的行业龙头，实

现了跨越式发展。回首过

往，企业负责人感慨：“如

果不是当时咬牙跳出‘舒

适区’，恐怕不会有企业成

为行业标杆的好成绩。”

跳出“舒适区”，既是

居安思危的底线思维，也

是化挑战为机遇的辩证思

维。对于中小企业而言，

尤为重要。

过去，一些中小企业

习惯于扮演“跟随者”，跟

进产业链龙头企业，满足

客 户 需 求 便 能“ 丰 衣 足

食”。然而，逆水行舟不进

则退。倘若不能及时跳出

“舒适区”，不断推陈出新，

很有可能在瞬息万变的市

场环境中，被甩下甚至被

淘汰。从企业发展生命周

期来看，企业在迈过成长、

成熟期后，只有保持对市

场变化的敏锐度，瞄准行

业高标准提早转型，为企

业找寻到新增长点，才能

打开企业增长新空间。

跳出“舒适区”，考验企业在关键时刻作

出抉择的勇气和担当，需要持之以恒地改进技

术与管理。对标行业龙头，从跟跑迈向并跑甚

至领跑，注定是一场艰难的跋涉，意味着企业

要摆脱过去靠数量规模取胜的路径依赖，切换

到以创新提升发展质量的全新赛道。要突破

技术“天花板”，练就一身“独门绝技”，短期内

很难见到效益，往往需要经年累月的持续投

入。对那些资金相对不足、抗风险能力较差的

中小企业来说，唯有保持定力、持之以恒，才能

实现从满足需求到创造需求的转变。

跳出“舒适区”不易，也需要良好的营商

环境来呵护勇气。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和产品

制造能力，非一日之功。要进行数字化改造，

就要忍受短期的“效益之伤”；要推进技术研

发，就可能面临“融资之痛”……只有“有形之

手”及时出手相助，强化资金支持、拓展融资

渠道、提供智力资源，才能助力中小企业摆脱

后顾之忧，锻造更强实力。

当前，中国制造正处在提档升级的发展

关键期。作为强链补链生力军，中小企业迈

向创新发展是大势所趋。跳出“舒适区”，不

断增强本领和武艺，中小企业才能努力在细

分市场和产业链关键环节拥有不可替代的地

位，打开增长新空间，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

定性和竞争力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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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日前发布

消息，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

量全面实现增长，国际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龙

头企业竞争能力显著增强。2021 年，有 6 家中

国造船企业进入世界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

和手持订单量前 10 强；我国出口船舶分别占全

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的 90%
左右。2021 年，我国船舶工业产品结构调整取

得新成效，船企全年承接散货船和集装箱船分

别占全球新船订单总量的 76.4%和 60.9%。承

接化学品船、汽车运输船、海工辅助船和多用途

船订单按载重吨计，占全球总量的比重均超过

50%。 （刘志强）

去年船舶工业主要指标全面增长

■■资讯速递资讯速递R

本报电 日前，由人社部、国家乡村振兴

局、中国残联共同举办的 2022 年就业援助月专

项活动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启动。本次活动集中

为就业困难人员、残疾失业人员、脱贫人口、长

江禁捕退捕渔民等对象提供就业帮扶，各地将

建立就业帮扶对象清单，针对有就业意愿的群

众组织特色招聘活动，促进尽快就业；对有培训

需求的群众推荐培训项目。各地还将加强灵活

就业岗位信息归集，推动公共就业服务向零工

市场延伸。 （李心萍）

2022年就业援助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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