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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中国成立次日中俄建交开始，中俄

关系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道路。从相互视为
友好国家到建设性伙伴，从战略协作伙伴到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
作伙伴。70年风云际会、沧海横流，世界早
已不是彼时的世界，两国关系也今非昔比。
两国元首一再强调，今天的中俄关系，正处
于历史的最好时期。

一路走来，处处是历史的回响。
在古老的莫斯科大剧院，中俄建交70周年

纪念大会隆重举行。站在讲台前，习近平主席
深情追忆：“70 年前，毛泽东主席首次访问
苏联，两国领导人正是在这里拉开了中苏友
好的历史序幕。”

一个多月前，习近平主席特意选在北京
的友谊宾馆同普京总统见面，因为“在此会
面多了一份同历史的联系”。新中国成立之
初，大批苏联专家参与援华建设。友谊宾馆
是其中许多专家的住所，也是两国人民友谊
的见证。

一代代传承，一步步接续前行。
同游涅瓦河的镜头，定格了一份非同寻

常的情谊。夏风清拂，碧波荡漾，他们从圣
彼得堡国立大学码头登船，向拉多加湖方向

驶去。纳西莫夫海军学校、阿芙乐尔号巡洋
舰、夏季花园宫殿，还有对岸的海神柱、圣
彼得堡要塞……普京总统如数家珍地向老朋
友介绍自己的家乡。两国元首登上曾打响十
月革命炮声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共同追忆
那段改变历史的峥嵘岁月。

上岸后，两国元首意犹未尽，走进冬宫
继续长谈。

第二天，在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
论坛全会上，普京总统说，我和习近平主席有

很 好 的 个 人 关 系 ， 我 们 昨 天 讨 论 了 各 种
各样的问题，一直谈到夜里 12 点多。我
对 习 近 平 主 席 说 ， 很 抱 歉 这 么 晚 了 才 让
您离开。

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擘画中俄关系的发
展航向。“守望相助”“深度融通”“开拓创
新”“普惠共赢”，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的内涵和目标，有着深刻的时代意
义。习近平主席说，70年是里程碑，也是新
起点。

“俄中关系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水平，但
我们不能满足已取得的成就，还要把两国关
系发展得更好。”普京总统引用了一句中国古
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
至善。”俄中关系
也要止于至善。

—— 摘 自
《“搬不走的好
邻居、拆不散的
真伙伴”——记
习近平主席在俄
罗斯的 54 小时》
（人民日报 2019
年6月9日1版）

2020 年春运已经拉开大幕，笔者近日探访了中国旅
程最远、运行时间最长的北京客运段国际联运 （即多国
联合运输） 车队。

北京刚落了一场细密的小雪，下午1∶19，笔者走进
位于朝阳区通惠河畔的北京铁路局北京车辆段，赶来见
一位特别的“旅人”。从 1960 年 5 月起 ，每到周三，它
都会风雨无阻地从北京站出发，于6天半后抵达俄罗斯首
都莫斯科。

我们远远地便注意到了它——被称为“中华第一
车”的 K3/4 次国际联运列车。这是一列老式绿皮火车，
车身悬挂着鲜亮的中国国徽，国徽下的白色铭牌用三国
语言印着“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车门把手、车窗
框都磨得锃亮。

每周，这趟列车都会跨越 7818 公里，途经中、蒙、
俄三国，沿途景致各异：于黄沙戈壁看大漠孤烟，于万
里林海赏春花秋月，于蒙古草原望扬鞭牧马，于贝加尔
湖观碧水连天。

一路风霜一路歌，作为中国开行的第一列国际列
车，列车肩负着“为国争光开拓进取”的使命，用心服
务中外旅客，载着他们的期许与梦想驶向远方。

春运路上，中外旅客同过暖心年

国际联运车队党总支书记唐鹏翔、新老两代列车长
孙国祥、陈响和两代翻译杨继广、周湘峰正在等候我
们，他们统一穿着笔挺的深色制服、蓝色衬衣，一见笔
者，便都热情地起身相迎，温暖的笑容让我们倍感亲切。

国际联运车队的制服首先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金灿
灿的“MC”标志 （国际联运列车的标识） 印在袖口和肩
章上，代表国际联运车队；印有国徽的胸章，列车长的
是金色，翻译员的是银色，因为用久了，都被汗水和雨
雪侵蚀得有些斑驳。

快过年了，我们的话题便从春运开始了。
孙国祥车长今年59岁，跑了36年联运了，有将近20

个春节都是在车上过的。
孙国祥说：“每年，赶上春节的班组，除了要带足食

材，还要准备‘年货’。”
年货有哪些？大白菜、土豆最耐得住存放，是“必备组

合”；当然，也少不了屯上年夜饭用的饺子面儿。除了吃的
“年味儿”，贴的窗花啊，拉花啊，也备足了份儿。

光有材料不行，在车上过年，也要像在家过年一
样，“扫尘”、布置。

打扫得有多认真？
联运车队打扫列车有八字口诀：“从里到外，从上到

下。”列车员们人手一个抹布，连天花板夹层都不放过，
里外擦拭一新。

打扫完毕，还要“打扮”餐车。在窗户上贴几个印
着生肖和福字的窗花，在车顶挂起彩色气球，从车头拉
起一串带着金色吊穗的春字拉花，一直延伸到车尾……
餐车里一派红火喜庆。

整备 （术语，意为整理车厢、准备物资） 好了，就
该出发了。回忆起往年春运，车长们滔滔不绝。

每节车厢的锅炉间都有架小灶台，旁边的休息室有
块小方桌。孙国祥说，每到大年三十，炭火烧得正旺，
列车员们会在这里为大家包饺子。旅客们有时也会自发
参与，大伙儿分工明确，和面的，擀面皮儿的，包馅儿的
……看到大家忙里忙外，来自俄罗斯、蒙古、德国等国的外
国朋友也都凑过来瞧，甚至饶有兴致地包上几个。

饺子出锅，列车员们便送给每位旅客品尝。都有什
么馅儿呀？有白菜馅儿的、大葱馅儿的。孙车长说，饺
子吃到嘴里，外国朋友们恍然大悟：“中国的饺子原来是
这样呀！”看到他们的兴趣和疑惑，列车上的翻译人员便
给他们讲讲中国“年”的民间传说，聊聊饺子的来历。
外国旅客很高兴能和中国的朋友们一起过年，会用母语
向列车员和中国旅客问候“新年快乐”。

“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来，代表着咱们国际联运车队
的一份心意，也缔结着中、蒙、俄之间的友谊。”年轻的
列车长陈响说。

对于联运人来说，春运是掺杂着乡愁和感动的。
“因为排班的关系，你要是赶上一次在境外过年，这

十年八年就老赶上。”孙国祥告诉笔者。
想家，但不遗憾。两位车长都说，在春节这样的特

殊日子，与旅客们朝夕相伴，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会迅速
升温，就像一家人一样。“大家在车上也能过个好年，就
是我们最大的动力。”陈响动情地说。

路途漫漫，列车员们苦并快乐着

跑联运，有苦，也有乐。谈起一趟趟旅程，孙国祥
意味深长地说，“我对这列车有很深的感情。”陈响车长
则感叹，“沿途的种种经历点亮了我的生活。”

先聊聊“乐”吧。一说起贝加尔湖的四季，陈车长
目光炯炯，边讲边不停地用手比划。

“在冬天，早上八九点钟，晨光从两个山尖儿间穿
过，洒在湖面上。”孙国祥双手伸直，手腕相贴，比出一
个倒三角，“那会儿水都冻住了，用手把积雪抹开，就可
以看到透透的‘蓝冰’。”

孙国祥又说，等到开春，贝加尔湖便生机勃勃。冰
化了，树梢冒出绿芽来，碧色的湖水清澈、纯净，湖面
下二三十米都被阳光照透。秋天，湖边红黄各色的树木
大片大片地相连，像油画一样……末了，陈车长感叹
道：“这是大自然赋予的美感啊！”

景美，联运列车员们之间的情谊，更美。
由于车程长，同一班组的成员们在一起一呆就是半

个月，同吃同住，并肩作战。“在我们的班组里，不管老
少，都把彼此当同事、兄弟、战友。”陈响说，他还给兄
弟们介绍过对象。我们问，效果怎么样？“真成了一
对！”说着，大家都会心地笑了。

不过，孙国祥告诉笔者，“可也不都是快乐啊，跑联
运苦起来，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那再说说苦。列车员们有哪些苦？
为供暖，烧煤、运煤苦。
孙国祥说，在冬天最冷时，西伯利亚的室外温度会

达到零下四五十度，“我头一次跟车，穿着到膝盖的皮靴
子，在车厢门口只站了 10分钟，脚就冻伤了。”严寒中，
列车员们需要不停地给锅炉加煤，以确保供暖和列车运
行。有人统计过，列车往返一趟，每位列车员都要烧将
近10吨煤。

运煤也是重体力活。2 分 9 秒，这是每个车厢“上
煤”的精确时间。列车需要在特定站点补充煤，一桶煤
块重 20 斤，一节车厢起码要上七八桶。停站时间有限，
严格控制时间，列车员们常常左手刚递出一桶，右手就
接来下一桶，丝毫不敢松懈。

路途远，少眠、轮班苦。
这趟列车的车组成员清一色都是男性。孙国祥告诉

我们，这是因为列车上工作任务重，对人的身体和精神
素质都是很大的考验。

每节车厢的工作由两个列车员轮流负责，规定是8小
时一换班，但涉及到一些站点需要两个人同时工作，一
个人每天其实只能休息 5 到 6 个小时。如果碰到边境检
查，列车员们还要连续工作超过12个小时。

奔波久，离乡、思亲苦。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他们一个半月最多只能回家两

周，家里的很多事都照顾不到。
2019 年初，陈响随车到达莫斯科，同一时间，在北

京的父亲突发脑溢血住院。妻子一边带孩子，一边在医
院照顾父亲。“后来我媳妇扛不住了，才给我打电话，我
脑子瞬间一片空白。但我还是硬压下焦虑的心情，做好
列车上的每一件事情。”他回忆道。等到了北京，他直奔

医院，整整一个月都没有离开过，终于盼到了父亲恢复
意识。

经历了这旅途百味，联运列车员们依然对工作充满
热爱。孙国祥与这趟列车同岁，马上就要退休，告别从
24岁坚守到现在的车长岗位。

“只要在岗位上一天，我一定尽全力跑好每一趟
车！”这位曾经的军人、言谈中总是笑着的老车长眼角发
红，但目光坚定，“如果能选择，我一定选择继续。”

代代传承，联运车队用心做服务

孙国祥说，这些年，车组成员一面经历自己工作、
生活的苦与甜，一面对旅客悉心照料。“只要旅客有需
求，我们绝不推辞。”他抿了下嘴角，神情认真。

2011年11月18日，列车返程途中遇上过一位建筑工
人，全身多处粉碎性骨折，等着回国接受治疗。

车厢门口窄，担架进不去，怎么办？
“不能让伤者在零下 35摄氏度的站台上久等。”孙车

长雷厉风行，几个人配合迅速拆除车门和二道门，让伤
者顺利上车。当乘务员把自己做的饺子、面条端给工人
们，伤者和陪同人员都眼含热泪，什么话也说不出，只
紧握住乘务员的手，一个劲儿地摇啊摇。

等快到北京，孙国祥又着了急。担架进去了又出不
来，这可咋整？

“当时的情况只能从车窗出来，那就要拆掉窗户和小
桌，同时联系车站变更停靠的站台。”孙国祥说。车组成
员迅速分工合作，立即与车站调度取得联系，顺利将列
车的停靠站台调到了靠近窗户的单号站台。列车停稳
时，列车员们已拆除车窗，救护人员也等在站台上，让
伤者得到了最及时的治疗。

和这种特殊事件相比，帮旅客在犄角旮旯里寻找失
物，对联运班组成员来说则是家常便饭。但是有一次，
旅客丢失的不是一般的东西，而是一个孩子。

2016 年 7 月 31 日，一位三十多岁的境外旅客带着五
六岁大的儿子乘坐列车，途经俄罗斯叶卡捷琳堡时，却
把儿子“落”在车上了。

“我们当时马上联系了叶卡捷琳堡站，描述了该旅客
特征，车站却说没有找到。”翻译员周湘峰回忆起当时，
焦急地攥紧了拳头。车组成员们又赶快联系当地警方寻
求帮助。孩子没有护照，如果找不到父亲，到站后将面
临无法出站的难题。

竭尽所能地寻找大人，无微不至地照顾孩子，列车

员们一刻不耽搁。
在几天的相处里，男孩儿和列车员们越来越亲近。

“他太乖了，不哭不闹的。”周湘峰有些心疼地说。
紧张了一路，抵达莫斯科时，没想到漏乘的旅客早

已经等在莫斯科站了。原来，这位父亲一发现漏乘，没
有跟车站联系，却立刻买了机票赶到终点站。看到男孩
扑进父亲怀里，周湘峰心里的大石头落了地。临别前男
孩儿回头恋恋不舍的一眼，周翻译记到了今天。

随着出国游客中退休老人的比例日渐增多，照顾老
人也成了国际列车的工作日常。

“感谢您对我们的照顾，永远难忘。”这是于富田、
闫绥华夫妇发给孙国祥的短信。

两年前，80 多岁高龄的夫妇俩前往莫斯科旅游。返
程时，由于航空公司禁乘，老两口登上了孙国祥负责的
那趟列车。

飞机只需8小时，火车却要六天。老人年纪大了，心脏
不好。孙国祥接了二老上车后，无微不至地照顾两位老人
一路的生活起居。夏天天气热，他就不时地为老人们递湿
毛巾、熬绿豆汤。这些事对老孙来说稀松平常，“当时就为
了顺顺利利，没想到却结成了非常好的朋友，常常问候。”

“这是传承，照顾旅客跟照顾自家孩子一样用心。”
北京客运段的宣传员张洁对我们说。从第一代联运人传
到孙国祥这一代，再传到陈响这一代，这趟列车凝聚了
代代传承的热爱和投入。

“万变不离其宗。我们走上了这个岗位，就得肩负起
这份责任，担当起从老一辈传承下来的荣耀，让百姓乘
坐了有荣誉感，让世界各国的朋友乘坐了都能认可中国
的这趟列车。”

陈响说这话的时候，笔者读出了两个字：使命。

历久弥新，“老列车”变成了“新网红”

这趟列车历经 60年风雨，在近几年突然“火”了起
来，带起一股“旅游热”。

“这股热潮是从 2012 年的‘中俄旅游年’和 2013 年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开始的。”列车长陈涛回忆，
2016 年，列车迎来了第一个旅游团，之后便一发不可
收。每到 5 月末，旅游团几乎将列车上的位置“全包”，
甚至出现一票难求的局面。

说到“火”的原因，列车上的慢生活是其中之一。
在采访的间隙，笔者走进安静的硬卧车厢，坐在舒

适的下铺，想象着窗外广袤无垠的蒙古大平原、“长河落
日圆”的戈壁和沙漠、幽静的松林和白桦林……明代著
名学者董其昌曾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配着这样
的风景，读一本书，没有事情来烦扰，想必意义已超越
了学习知识，更是在满足当代人对慢生活的追求。

车队书记唐鹏翔有时也会跟跑这趟列车，切身体会
到旅途带给心灵的净化与震撼。“当你看到大平原时，会
想到人是多么渺小啊！这就是诗和远方！”

除了生活节奏慢，列车生活中的乐趣也吸引着旅客们。
从 2015年起，这趟国际联运列车，“国际列车迷”贾兆

林已经坐了 4次。他和列车员们都混熟了，被大家亲切地
称为“贾叔”。贾叔告诉笔者，他就特别喜欢待在列车上。

车上晃晃悠悠的感觉，是乐趣。刚开始乘坐的两天
还不习惯，后来他反倒喜欢上了这种悠然的节奏。贾叔
笑说，“真的，下了火车还会睡不着觉呢。”

用翻译软件聊出的情谊，更是乐趣。“这一路，我用
翻译软件结识了好几个外国朋友。”贾叔骄傲地说。旅途
中，一遇到有趣的外国旅客，不会说外语的贾叔就用翻
译软件跟对方聊天。有一次，他认识了一个德国小伙
子，靠卖画在全世界周游了6个月，这让生活潇洒的贾叔
也自愧不如。

贾兆林说，2020 年夏天，他可能还会去坐这趟车。“之
前坐这趟车认识的华人朋友住在乌兰巴托，老是邀请我去
玩。”他故作责备的语气里，尽是对下次旅程的期待。

从上个世纪驶来的国际联运列车，在经历了时代的
飞速变迁后，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唐鹏翔欣喜地告
诉我们，在不久的将来，K3/4 次列车会换上全新的车体。
笔者与唐书记约定，到那时，我们再来登上列车，乘上它，
来一次亚欧大陆之旅，尝尝列车员们亲手做的饺子、听听
草原上的蒙古牧歌、看看那美丽的贝加尔湖……

搬不走的好邻居 拆不散的真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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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旅程最远、运行时间最长的北京客运段国际联运车队

从北京到莫斯科：

坐上暖心列车坐上暖心列车 体验旅途百味体验旅途百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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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联运车队党
总支书记唐鹏翔。

▲国际联运车队党
总支书记唐鹏翔。

▲国际联运车队翻译员杨
继广 （右） 和周湘峰 （左）。▶国际联运车队列车长孙

国祥 （右） 和陈响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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