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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车长张一帆：
见证中欧班列一年比一年“火”

今年 8 月，渝怀铁路鱼嘴站南货场开通
运营，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公司涪陵车务段
调车长张一帆作为南货场第一趟中欧班列的
调车长，见证了这一时刻。

张一帆所在的鱼嘴站位于重庆市江北区
鱼嘴镇，是渝怀铁路的一个二等站，设计分
为南、北两个货场，总占地面积达 1170 亩，
是重庆铁路枢纽 3 个二级物流基地之一，也
是中欧班列 （成渝）、西部陆海新通道、长江
黄金水道三大国际物流通道的重要物流节点
和联结点。

2020 年 5 月，随着鱼嘴站北货场开通运
营，张一帆被分配到该站从事调车工作，一直
服务于中欧班列。

“我的主要职责是组织调车人员正确、及
时完成调车任务，完成列车编组、牵引、开出
的工作。”张一帆说。

为了保证班列安全准点发出，张一帆和
其他调车组工作人员四季如一、风雨无阻、
不舍昼夜地全力护航中欧班列从鱼嘴站顺利
开行。

每一次调车作业前，作业人员都要仔细
检查线路、车辆，检查每一辆车是否都符合编
组要求，是否都能够承担班列运输任务。

调车属于户外作业，与风吹、日晒、雨淋
对抗已是常态。在重庆，夏天室外的高温作业
常常在四五十摄氏度的天气里进行，张一帆
和同事们穿着长袖长裤在滚烫的列车车体爬
上爬下；冬天，南方天气潮冷浸骨，干活得出
一身汗，后背经常是湿漉漉的。“我们哥几个，
回去第一件事就是围着取暖器烤火，缓和一
下冻僵的手脚。”张一帆说。

张一帆和同事们对待工作一丝不苟，每
一次调车作业都认真对待。“上班前我和同事
都要上交手机，统一保管，工作中也不能使用
其他电子设备。”张一帆说，“只有保持全神贯
注，遵守作业章程，才能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
和工作安全。”

今年国庆期间，为了确保班列运输，张
一帆和其他调车组工作人员从 9月 30日上半
夜起，开启 9 天“超长待机”，立足岗位，保
证假期鱼嘴站运输安全，为国际班列开行保
驾护航。

由于人手紧缺，在岗工人的工作量接近
饱和。张一帆也有过换工作岗位的想法，但 6
年过去，他选择坚守自己的岗位：“如果都换
去做轻松的工作，我们这种工作可能就没有
人干了。虽然很累，但能对中欧班列做出自己
的贡献，也是值得的。”

张一帆介绍：“我们这个车站，主要负责
JSQ 车 （商品车铁路运输专列） 运输，商品
车可直接驶入车厢，无需安装托架，每节车
厢可装载 9—10 台汽车，相较传统的集装箱
运输，单批运量更大、装卸效率更高、运输
成本更低、运输稳定性和安全性也更有保
障。今年 7月以来，平均每天至少有 1趟国际
班列发出。”

这几年，张一帆亲眼见证中欧班列一年
比一年“火”，也看到鱼嘴站从五等站发展壮
大到二等站，商品车的种类从燃油车到新能
源汽车，从传统的集装箱运输到 JSQ 车。业务
范围更广，发货量也更多了。

“我的工作虽然很平凡，但是看着自己检
查后发出的中欧班列拉着货物驶向世界，就
感到无比自豪。”张一帆说。

总调度员王德：
“分秒必争，才能创造佳绩”

“就是那么有缘分嘛！”从首发列车，到第
1000 列、第 2000 列，再到今年 3 月的第 5000
列，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徐州车务
段连云港港口调度室总调度员王德多次参与
组织中欧班列的重要节点发车。谈起这段缘
分，他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王德主要负责连云港港口地区 6 个铁路
车站及港区货物列车调度组织，而其工作重
点之一是确保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中
欧班列安全正点开行。

从 1993 年开始，王德就一直在铁路工
作。在2008年正式走上总调度员岗位前，从

制动员、连接员，到助理值班员、车站值班
员、车站调度员，编组站大大小小的工种，
他几乎干了个遍。他将自己取得的成绩，归
因于此前得到的多工种锻炼。“只有了解各工
种作业标准、作业方法，指挥起来才能得心应
手。”他说。

调度需要极强的全局意识，在王德眼里，
一流的调度就是要精益求精。“调度没有最
好，只有更好。”他打了个比方：一列车提前 1
分钟，10 个岗位就能提前 10 分钟，但如果每
个站都提前 10 分钟，6 个站就可以提前 60 分
钟。毫不起眼的分秒必争，正是王德和同事们
创造发车纪录的工作基石。

今年 9月 23日晚，王德接过班后，看到车
站生产组织运作得很好，预计当晚有条件创
造新的发车佳绩，便迅速与各部门提前沟通
联系，科学调度指挥机车、空重货车、到发线
合理运用，加快各作业点的生产组织，争取创
造今年港区单个班次发车 31 列的纪录。“有
能力去创造佳绩时，绝对要全力以赴。”王德
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努力争取更好的成

绩，就是在追求属于自己的荣誉。”
次日凌晨 5 点半，第 31 列货车正准备发

出，王德接到了上海局调度所电话：“老王，马
上给你嘉奖！”

今年底，连云港港口地区将要发出第
5500 列中欧班列。“分秒必争，才能创造佳
绩！”王德说，“我不仅希望自己能组织第5500
列，我还想见证第6000列、第7000列……”

火车司机董岩：
“车速更快，货品更丰富了”

董岩是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
司乌鲁木齐机务段机车乘务员（火车司机）。

“我见证了中欧班列的繁荣发展。”董岩说，
“亲眼看到车速更快，货品更丰富了。”

董岩说，10年来，中欧班列运输的货物品
类从 10 余个品类扩展到现在 200 多个。之前
有日用百货、机电设备、建筑材料，如今还有
红酒、面粉、番茄酱、肉类、核桃等产品。2013

年，董岩刚参加工作便和同事驾驶西行国际
货运班列从乌鲁木齐开往阿拉山口。从此，他
加入了服务中欧班列的行列。

随着货运量增加，他和同事的工作量也
增加了，全车队较开行之初每月增加了 100
多趟值乘任务。在朋友眼里，能够驾驶中欧班
列是一个“高大上”的活儿，董岩却知道，每当
握上机车操纵手柄，都意味着一份沉甸甸的
责任，天气变化、线路状况、机车运行状态，每
个细节都要了然于心。

“安全出行至关重要，比如在大风天气，
我们要根据列车的载重量采用不同的速度安
全驾驶。”董岩说，这就要求，既要开好车，还
要看清“表”。每次出乘前，董岩和同事都会仔
细查看列车编组表，“我们要仔细核对，只要
发现有一节车辆的自重加载重小于 40 吨，遇
到大风天气整列车就要限速，保持 60 公里时
速运行。单节车辆重量高于这个标准的列车
限速，则保持在 80 公里时速，这样才能确保
中欧班列在大风天气安全运行。”

阿拉山口是世界闻名的大风口，大风天

气较多。从奎屯出发，进入阿拉山口站的前一
站是乌兰达布森站。有一次遇到大风天气，董
岩值乘的一趟中欧班列在车站停车避风，
10.7 公里的路程，他们在驾驶室里听着风声
守了几个小时。直到风力减弱，他们才保持安
全速度，把中欧班列开进阿拉山口站，深夜才
吃上了晚饭。

还有一次，董岩驾驶机车牵引的是一趟
载重 3 千多吨的行包中欧班列。精河站至托
托站区段线路长度大约 45 公里，坡度为千分
之六。天气不佳，列车拉着货物，在上坡道区
段爬坡难度增加，跑慢了容易影响班列运行
时间。

爬坡前，董岩操作机车手柄，加速到 110
公里时速左右，一股劲儿冲上坡道，让列车在
上坡区段保持匀速运行。

突然，驾驶室微机显示屏上，列车运行曲
线出现轻微波动。“这条线就像人的心跳曲
线，虽然看不到钢轨的情况，但是曲线波动就
意味着运行速度不稳。”董岩立即判断出“这
是由于钢轨结霜造成车轮空转，影响机车的
牵引电流”。

于是董岩脚踏撒砂踏板，将细砂均匀洒
在钢轨上，增加车轮与钢轨的摩擦力。他不时
微调机车手柄，精准控制车速，让跳动的曲线
渐渐平稳下来。“这就像开汽车，操控油门不
能太猛。”董岩说，在钢轨结霜的情况下，仅用
28 分钟就平稳通过坡道区段，准时赶到了奎
屯站。

“把载重几千吨的列车调速手柄控制在3
至 5 级平稳爬坡，全靠平时一趟趟跑车练出
的手感，这需要有熟练的技巧和丰富的经
验。”在旁边负责瞭望的同事吴少辉说。

随着中欧班列的通行数量连年增加，董
岩和同事们更加忙碌。2022年除夕之夜，正准
备与家人团聚的董岩接到车间的电话，因为
人手紧张，需要董岩临时顶岗。当天晚上，董
岩从乌西站跑车到奎屯站，然后接力跑到阿
拉山口站再往回返程，“一棒接一棒”跑下来，
上千里的路程，回到家已经是 10 多天后。“这
种情况挺多的。”董岩笑着说，能在除夕夜和
家人吃个团圆饭，对机车乘务员来说是一件
很难得的事情。

“将满载货物的中欧列车一段段牵引开
往中亚和欧洲，就像一场场接力赛，这个接力
棒决不能从我手中掉落。”10 年间，中欧班列
从乌鲁木齐驶向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一次次
安全、稳重的接力背后，是董岩和同事全力以
赴、努力拼搏的成果。

龙门吊司机袁佳静：
“只要有心，就能干成”

“今年以来明显感觉到工作量增大，特别
是砂石之类的货物更多了。”西安国际港站的
龙门吊司机袁佳静说。她主要负责煤炭、砂石
等重点物资的吊装作业。

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国际港务区内的西安
国际港站是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管
辖的一座一等站，也是全国中欧班列开行量
最大的车站。

袁佳静回忆起当初下定决心学习操作大
型设备时，周围人有一些质疑。大多数情况
下，是男师傅操作大型设备，女同志开得都
比较少，“他们一是感觉我开不好，二是觉得
危险。”

但袁佳静像是和龙门吊结了缘。从十几
米高的镂空车梯上爬上爬下，一般人腿都要
发软。第一次到现场，只是爬完车梯后，5 名
女工中就有 3 名放弃，而袁佳静克服了恐惧，
选择留下。老师傅也发现她摸得清机器，拥有
不错的方向感。“他们说我学得还可以。”袁佳
静笑着说。

龙门吊、正面吊是大型设备，国家特种设
备资格证是上岗必备。袁佳静也认真备考，背
熟 1700 多道理论题，抓紧练习实操，最终成
功通过。

通过考试只是第一步，实际的工作场景
困难更多。袁佳静看到，实操考试只是在理想
场地的机械上实现简单的位移，考察的货物
只是一箱水。现实情况中，运输方向变化更
多，货物吨位更重，恶劣天气还可能会模糊视
线，让平稳操作更加困难，这都对操作员提出
更高的要求。

开门吊需要操作员在货物下落的时候保
持绳子的稳定性，把货物安全平稳地落到地
上。如果操纵杆拿捏不住，绳子剧烈摆动，下
面十几吨甚至几十吨的货物可能就会来回打
旋，非常危险。不过，袁佳静为克服这一技术
难点，不仅按老师傅的指点主动上手反复练
习，在休息时还认真观察同事抓举箱体的停
车位置及落钩技巧。

功夫不负有心人，只过了 7 个月，袁佳静
的日班作业量就能达到老师傅水准，其操作
技术也得到老师傅们的认可。现在，她能极快
地发现理想停车位置，踩铃、动车、拉杆、对
箱、落钩、加锁，操作起来已十分熟练。

“我觉得不论男女，不看资历，只要有心，
就能干成。”袁佳静说。

门吊司机从进入驾驶室开始，神经基本
都是紧绷的，这样的状态要持续 4 个小时才
能换另一个司机上。然而下到地面的时候，司
机又要转换角色，成为辅助人员。袁佳静说：

“并不是说不开车就能休息了，因为司机和货
物有时候距离比较远，下面的辅助人员也要
通过对讲机和司机沟通，告诉其正确的方位，
从而协助完成作业。”

袁佳静 2016 年 8 月进入铁路部门工作，
做过货运员、客运员、正面吊司机等多个岗
位。因为西安西站开展复合型人才培养，鼓励
年轻人“一岗多能”，袁佳静才能抓住机会考
取龙门吊证书。谈到未来，袁佳静说：“期待中
欧班列越开越好，我想接触更多岗位，学习不
同岗位的新知识。”

他们为中欧他们为中欧班列保驾护航班列保驾护航

““看着中欧班列驶向世看着中欧班列驶向世界界，，就感到无比自豪就感到无比自豪””
严 冰 陈斯达

随着一声声汽笛长鸣，一列列搭载着货物的中欧班列驶向
四面八方。广袤的亚欧大陆上，古有丝绸之路驼铃阵阵，今有“钢
铁驼队”奔驰不息。经过10多年发展，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8.1
万列，行驶总里程逾7亿公里，运送货物700多万标准箱，货值超
3400亿美元，成为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桥梁。

中欧班列是指中国开往欧洲“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间的快速
货物班列，共有东中西3条运行线路，通达欧洲25个国家的217
个城市，运输服务网络覆盖欧洲全境，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
局，搭建了沿线经贸合作新平台，有力保障了国际产业链供应链

稳定。
2011年 3月 19日首趟中欧班列成功开行。目前，中欧班列

以其运距短、速度快、安全性高的优势，成为共建“一带一路”旗
舰项目、标志性品牌和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得到国际社会
广泛赞誉。

为了中欧班列安全运行，有无数铁路人在坚守。从调车到装
卸，从调度到司机，每个岗位上的铁路人都一丝不苟，为中欧班
列保驾护航，共同创造骄人业绩。我们走近中欧班列开行沿线的
4位基层工作者，了解他们在不同岗位上经历的故事。

▲▲张一帆张一帆
▼▼王德王德

▲董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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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岩董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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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1日，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华东国际联运港金华铁路口岸，一列装载着110标箱光伏组件、日用百货等货物的X8020/19次“义新
欧”中欧班列鸣笛启程，驶向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 胡肖飞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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