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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楠

锐意创新
铸就大国重器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
所有限公司正高级工程师陈
燕平是科技攻关的“领头雁”，
主要负责中国牵引变流技术
自主可控部分的研发。据悉，
牵引变流器相当于列车的“心
脏”，列车行进过程中的加减
速以及恒速控制，都通过它来
实现。

从 2015 年起，陈燕平带
领团队研究设计牵引变流器
的核心部件——智能化集成
功率单元。在此期间，给陈燕
平留下最难忘印象的就是将
IGBT衬板焊接至铝质散热器
上的技术攻关过程。虽然这
项技术可以省掉一层基板，提
升散热效率，但由于当时国内
外没有技术先例参考，一些专
家并不看好。

面对困难，陈燕平没有退
缩。在她看来，新推出的产品
要有先进性，应该在智能化集
成功率单元研发方面不断寻
求创新突破。她带领团队一
步步细化调整方法方案，研究
当时最先进的焊接技术，更换
不同的材料、尝试不同的工艺
进行试验，经常就发现的问题
讨论到深夜，最终攻克难关，
顺利研发出试验样机。

2022 年底，陈燕平收到
国铁集团要组织开展CR450
动车组新技术部件在更高运

行速度条件下性能验证试验
的消息——陈燕平及团队要
将样机设计为成品，应用到验
证实验中。时间紧、任务重，
陈燕平带领团队迅速行动，加
班加点出图。经过不断试验、
反复推演调试，他们终于按期
交付成品。

工作多年，陈燕平持续为
中国牵引变流技术自主可控
贡献着智慧与力量，助力中国
高铁这张“金名片”越擦越亮。

除陈燕平外，有位能力出
众的“动车工匠”同样备受瞩
目——我国第一代动车组机
械师、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
限公司上海动车段调试车间
列调一班工长张华。

一列标准动车组有近50
万个零部件，任何一个“器官”
出问题，都会影响动车组安全
运行。张华的工作就是扎根
高铁运维一线，钻研动车组调
试和技术革新工作，持续保障
旅客平安出行。

为了高效便捷地完成复
兴号动车组重联功能验证，
2022年初，张华带领团队研
发复兴号动车组重联适配
器。这项技术对机械结构开
发的精密度要求极高，不能有
毫厘偏差。张华带领团队通
过精密测量、一点点进行调
整，确保适配器与电气车钩有
可靠连接。此外，他们还耐心
进行针脚定义，掌握了电气车
钩上百根针的不同功能，并认
真研究电路和通讯的环路建
立，设计了满足功能需求的控

制电路。虽然辛苦，但大家乐
在其中。功夫不负有心人，
2022年底复兴号动车组重联
适配器研发成功，大幅提升了
检修效率，并于2023年7月底
亮相第二届大国工匠创新交
流会。

“中国高铁的飞速发展为
我们一线职工提供了施展才
干、创新攻关的广阔舞台。”回
想这些年的技术攻关经历，张
华深有感触地说。

笃行实干
坚守安全底线

每一位“最美铁路人”背
后，都闪耀着劳动之美、时代之
美，他们犹如一颗颗璀璨明珠，
辉映在纵横交错的铁道线上。

2023年12月22日深夜，
中原大地寒风呼啸。郑州站
信号楼内灯火通明，一派繁忙
景象。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
有限公司郑州站运转车间车
站值班员蒋涛紧盯屏幕上的
车次和股道信息，快速精准地
发出一条条指令。在岗 13
年，他严格执行作业标准，办
理接发列车37万余列，从未
错排过一次信号。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
条。”蒋涛很喜欢电影《流浪地
球》中的这句台词，他觉得铁
路行车组织工作也是如此。
每次上班前，蒋涛做的第一件
事就是关注安全生产天数，这
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数
字提醒着我，安全永远是第一
位的。”蒋涛说。

郑州站是全国重要的枢
纽站。2021年 7月 20日，郑
州遭受特大暴雨灾害，郑州站
股道、岔区被积水淹没，信号、
联锁和闭塞设备全部失效，与
邻站及列车调度员通信全部
中断。蒋涛临危不乱，手抄计
划、手写站线板，认真做好行
车凭证核对、调度命令收转发
及执行等工作，在千钧一发之
际确保了行车安全。

“在平凡的岗位做好平凡
的事，我感到踏实而快乐。”当
看到无数旅客在自己的行车
指挥下安全前往目的地，他深
感欣慰。

雪域高原复兴号动车组
是近年来非常受关注的车
型。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
公司格尔木机务段运用一车
间的斯朗旺扎经常跟身边人
说：“能成为雪域高原复兴号
动车组的首发司机，我非常激
动和光荣。”

自 2007 年参加工作以
来，斯朗旺扎曾先后驾驶内燃
机车、复兴号动车组，奔驰于
青藏铁路、拉日铁路、拉林铁
路上。

开车人时刻想着坐车
人。为了尽快掌握复兴号驾
驶技术，确保列车安全运行，
斯朗旺扎详细默背相关站点、
桥隧名称、关键区段信息，很
快成了公认的“拉林通”。

秉持着“在岗一分钟、负
责六十秒”的驾驶理念和担当
精神，17年间，斯朗旺扎取得
了安全驾驶70万公里、安全
行车近3000趟的优异成绩，
成为身边青年司机争相学习
的榜样、努力超越的标杆。

真情服务
诠释为民初心

说到“最美铁路人”这个
称谓，广大旅客印象最深的肯
定跟铁路客运有关。在客运
大站、省会窗口中国铁路南昌
局集团有限公司南昌站，有一
个名为“红土情”的服务品牌，
时常被旅客视为“家”一般的
存在。

李军是“红土情”服务台
的一名工作人员。2008年 7
月入职南昌站客运车间后，她
快速成长，对客运规章制度及
各项服务标准等都熟记于心，
成为同事和旅客口中的“问不
倒”。为了迅速妥善应对突发
情况，她还主动向南丁格尔奖
获得者学习基础医学知识和
急救技巧，获得了“红十字救
护员”资格。

红土情深，映照初心。回
答旅客问询、接送重点旅客、
找寻遗失物品……每年春运
期间，李军尤为忙碌，她每
天至少要服务 30 名重点旅
客，接听上百次电话，推着轮
椅、拎着行李，一次次往返于

站台与候车室，一天平均走3
万多步，经常忙得连水都顾不
上喝。

2023年春运铁路客流显
著上升。春运前，李军向帮助
过的重点旅客一一打去了电
话，询问是否有乘车计划，以
便及时提供重点服务。旅客
张先生由于视觉障碍，行动不
便，李军早早约好进站时间，
一路护送他乘上列车后才放
心离去。“出门在外，我就像他
们的半个家人。”李军真诚地
说。在她的带领下，“红土情”
服务台已经成为南昌一张闪
亮的名片。

除了铁路客运人员，旅客
接触较多的还有铁路公安。
1997年，朱少铭以优异成绩从
警校毕业，成为惠州铁路公安
处乘警支队的一名乘警，负责
值乘广梅汕铁路列车。夜间
值乘时，朱少铭总是格外警
觉，每个小时都要巡视车厢一
次。“那时候的安全防范措施
没有现在完善，有很多突发情
况，我们必须想方设法确保旅
客人身财产安全。”回想起以
前，朱少铭感慨道。

2013年底杭深高铁厦深
段开通，朱少铭调至辖区有
26.5公里线路的普宁站公安
派出所葵潭警务区。当时对
高铁这个新鲜事物，沿线村民
充满了好奇，经常来看。每天
早上，朱少铭总是先在葵潭站
巡逻一圈，便开车出发进行当
日沿线巡查。他与沿线值守
点的辅警、村干部以及村民拉
扯家长里短，也把铁路安全需
要大家维护的理念潜移默化
地宣传出去。

以诚换诚，以心换心。陂
美村距离铁路线不足6公里。
走访中，朱少铭得知该村有3
位孤寡老人生活孤苦，心里很
不是滋味。自那以后，他总会
抽空买些菜去给他们做饭，陪
他们聊天。老人把他当成亲
人，亲切地叫他“阿铭”。

多年来，朱少铭热心地
为大家排忧解难，为列车和
车站保驾护航，以实际行动
诠释了为民初心，赢得了同
事由衷的钦佩和群众的广泛
信赖。

20232023年度年度““最美铁路人最美铁路人””：：

以奋斗擦亮人生底色以奋斗擦亮人生底色
时代呼唤榜样，奋斗成就“最美”。在15万多公里的铁道线上，“最美铁路人”不忘

初心、砥砺前行：昼夜交替，他们为列车安全畅通运行保驾护航；寒来暑往，他们在铁路

项目建设现场挥洒汗水；日月流转，他们不断进行铁路核心技术攻关勇攀高峰……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铁集团）公开信息中这么形容2023年度

“最美铁路人”：勇于创新、敢于担当、忠于奉献、甘于坚守，是践行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的典范榜样，是千千万万铁路职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埋头苦干、攻坚克难

的缩影。在平凡的岗位上，他们持续书写着不凡业绩、绘就“最美”人生。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动车段调试车间列调一班工长张华

检测动车组车底电气设备。 受访者供图

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南昌站“红土情”服务台工

作人员李军（右一）为老年旅客服务。 张 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