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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路上有他们温情守护回家路上有他们温情守护
2020 年春运逐渐进入节前高峰。数据显示，1 月 10 日至 16 日春运首周，全国

铁路、道路、水路、民航共累计发送旅客 4.37 亿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2.7%。其中

铁路发送旅客 6982.6 万人次，增长 21.8%；道路发送旅客 3.51 亿人次，下降 0.6%；水

路发送旅客 493.2 万人次，增长 4.4%；民航发送旅客 1121 万人次，增长 7.1%。据预

测，今年春运，全国铁路、道路、水路、民航累计发送旅客将达 30 亿人次。

春运，是旅人的归途，却是他们的征途。在这阖家团圆的日子里，有一群人，

他们舍小家为大家，默默坚守岗位，温暖我们回家的路。

一车行驶在白天，一车行驶
在夜晚，两趟列车里承载着彼此
的牵绊。春运期间，为了守护旅
客安全抵达，太原客运段的一对
列车长夫妻赵耀和陈海燕成了难
见面的夫妻档。

丈夫赵耀在太原开往青岛北
的 K884 次列车担任列车长，妻子
陈海燕在太原南开往西安北的
D2507 次 动 车 组 列 车 担 任 列 车
长。二人所在列车的行进方向相
反，开行时间也完全不同：妻子
陈海燕的车次早晨出发，主要在
白天运行；丈夫赵耀的车次则是
晚上出发，90%以上的时间行驶
在夜里。

1 月 11 日，是赵耀和陈海燕
夫妻在春运期间的第一次出车。
早晨 6 时 15 分，当家人还在熟睡
的时候，陈海燕已经拖着行囊出

门了。到车站后，领票据、开出
乘 会 、上 站 台 ……8 时 25 分 ，
D2507 次列车驶离太原南站，经
过多次辗转来回，于 21时 25分抵
达运城北站。

陈海燕结束了一天的忙碌，
而丈夫赵耀的 K884 次列车即将
于 21时 38分出发，在茫茫夜色里
行驶 11 个多小时后到达终点站
青岛北站。

从白天到夜晚，陈海燕和赵
耀虽然不在同一列车上，却又好
似交接工作般“无缝连接”。“这么
多年我们已经习惯了，我爱人守
护白天，我来守护夜晚。”赵耀说。

列车对于赵耀和陈海燕夫妇
而言，并不仅仅意味着工作，这
里也是他们爱情开始的地方。
2003 年，在太原开往上海的 K374
次列车上，同为乘务员的赵耀和

陈海燕相识相知并相恋，3 年的
爱情长跑后步入婚姻的殿堂。
2008 年，女儿的出生让他们在春
运路上有了更多的牵挂。

按照今年的春运工作安排，
赵耀上两天班休息两天，陈海燕
上三天班休息三天。往往一方刚
刚回来，另一方又匆匆出发。据
陈海燕回忆，两人最久的一次有
5 天不曾见面。“今年由于高铁动
车组列车会根据旅客需求每日动
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我们可能
面临一周连一次也无法相见的情
况。”陈海燕说。

大年三十是女儿的生日，而
赵耀和陈海燕都将在腊月二十九
出发，大年初一才能返回。他们
将再一次错过孩子的生日，也错
过和家人在除夕之夜的团聚。12
年来，赵耀和陈海燕夫妇仅有 3
次除夕在家过。赵耀说：“我们
的工作注定是舍小家为大家，既
然 选 择 了 这 份 工 作 就 无 怨 无
悔。”

今年春运是赵耀和陈海燕共
同经历的第 17 次春运。赵耀说：

“虽然我们俩早已是春运的‘老
人’了，但每次面对春运仍然跟
考试一样，不敢有一点马虎大
意。”检查列车内卫生情况、检查
车门是否正常关闭、巡视、检票、
了解旅客需求……动车组列车的
列车长和普速列车的列车长职责
不尽相同，但在他们俩看来，“列
车长既要对车上的旅客负责，也
要时刻关注列车乘务人员的状
态，守护车上所有人安全抵达就
是我们最大的职责。”

夫妻列车长的春运征程

今年的春运还有点儿炫“酷”，
5G 高 铁 、“ 发 热 ”公 路 、安 保 机 器
人、AI 防御系统，一系列“黑科技”护
航我们的春运回家路。

5G全程上网不掉线

随着春运的启动，拥有 5G 信号
覆盖的广深港高铁正式投入春运。
据悉，广深港高铁的 5G 覆盖共有铁
路沿线、隧道及车站三组应用场景，
有了 5G 网络的覆盖，即便在人群密
集的火车站，也不会再出现没信号、
连不上网的现象，在列车高速行驶
的过程中，您还可以跟家人来一个
视 频 通 话 。 除 了 上 网 速 度 超 乎 想
象 ，您 还 可 以 在 候 车 室 里 ，利 用 5G
体验 VR、AR、云游戏等等。

安保机器人“智能巡警”

今年，在杭州东站的候车大厅，
出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警察”，就是

安保机器人。别看它个头小，能耐可
不小，这台机器人具备全景录像、4K
高清画面直播等功能，可以自动捕捉
疑似危险动作，并结合 5G 高速传输
实时报警，能极大地提高车站等人流
密集的大面积区域的安防效率。

大客车装上AI防御系统

据统计，司机疲劳驾驶酿成的交
通事故约占事故总数的五分之一，特
大交通事故中有五分之二是疲劳驾
驶造成的。今年春运期间，常州公路
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430 辆大客车全部
安装了人工智能（AI）主动安全防御
系统，实现在线预警、监督全覆盖。

系 统 由 面 部 识 别 摄 像 头 、路 况
摄像头、车门摄像头、全车厢覆盖摄
像头、后车厢摄像头、后台智能管理
系统等组成。其中面部摄像头位于
驾驶员正下方，可根据驾驶员的嘴
型、眨眼、揉眼、点头等动作进行智

能分析，发现疑似疲劳驾车的迹象
会推送至管理员电脑，管理员可以
实时点开 5 个摄像头观察车厢情况，
利 用 广 播 喊 话 等 提 醒 司 乘 人 员 注
意 。 路 况 摄 像 头 除 了 拍 摄 记 录 路
况，还能智能识别前车距离，一旦跟
车太近，就会发出实时警报。

公路开“地暖”

开车回家，最怕遇上雨雪天气，
在湖北，这个问题有了解决方案。春
运启动前夕，湖北首条加热公路投入
使用，在 G347 国道南德线酒壶坪段，
一场大雪过后，道路养护工人打开了
热融除冰系统，给公路开设“地暖”除
雪，助力春运保障雪天行车安全。这
套系统叫做“热融除冰系统”，采用合
金加热和碳纤维加热技术，可设置
23℃和 25℃两档温度，为冬日消除积
雪、应急管理和保障游客出行安全提
供了新的思路。

眼下，春运正忙。当乘客安
然坐在归家的列车上时，有人正
在争分夺秒地抓住过站停靠的时
间，在 1 米多点高的列车底快速
穿行工作，这是一份“直不起腰”
的工作——列车吸污工。

工作的流程并不复杂：手持
2 米长的吸污管，跃下 1.4 米高的
站台，弯腰找到每节车厢 1.1米高
处的排污口，拧紧、开阀，吸污车
上的同事同步启动吸力装置，几
分钟后便大功告成。

只有吸污工们自己知道，排
污口处的环境有多糟糕。即使在
冬季，排泄物冻成棕色冰坨，刺鼻
的异味也直顶脑门，常人避之不
及。吸污工倒是面不改色，口罩
不需戴，敲冰的小锤子却必不可
少。

在内蒙古包头火车站，每天
有 25 列终到、通过旅客列车，车
厢共 450 余节。中铁呼和浩特局
有限公司包头车辆段集便组的

30 人得将这吸污动作重复数百
次。特别是后半夜的列车进站高
峰，不停手干到凌晨三四点是常
事。

忙起来时，大伙儿会放弃跳上
跳下站台，直接拽着散发浓重异味
的吸污管，在车底弯腰快走。

“也就前一两个月腰酸腿痛
得厉害，一切只是个习惯问题。”
吸污工陈伟轻描淡写地解释自己
的动作。

陈伟如今弯腰驼背能走得轻
巧，三年前大学毕业时却怎么都
没想过，主修汽车运用与维修专
业的他，会成为那名列车底下穿
行如风的吸污工。

三年里，陈伟自然也有不少
窘迫经历：拔管时机没掌握好，
污物喷溅一身；穿着大棉袄工
作，被列车底的锐物划破衣服不
说，工作忙起来，热得一身汗，风
一吹又引发风疹；特别是由于工
作性质，“抽大粪的，毕竟不好

听”……
“但是旅客们有这个需求，这

个工作就有价值，我们干着就值
得。”陈伟如此解释自己的坚
持。

隆冬时节，穿站而过的寒风
毫 不 客 气 ，旅 客 纷 纷 裹 紧 衣
帽。但和其他同事一样，陈伟
为了灵活工作，仅着三层薄衣，
一趟吸污工作下来，头顶热气
直冲。

这个春节，是陈伟作为吸污
工经历的第三个春运。春运期
间，陈伟所在的集便组日均抽吸
160 多吨排泄物，需要 40 多辆次
卡车来运。有了他们，列车才能

“轻装上阵”。
工作间隙，他也兴奋地聊起

最近刚刚开通的包头至北京高
铁。“虽然又增加了 4 对高铁吸污
的任务量，但‘北京一日游’能实
现了，我高兴啊！”这个 28 岁的小
伙子咯咯笑了起来。

走近列车吸污工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铁路春
运志愿服务活动，今年元旦志愿
活动我也有报名参加，我本来就
是莆田人，能够为家乡做一些事
情，我感到特别自豪！”1 月 15 日
一大早，青年志愿者蔡凌浩就来
到莆田火车站，他一边打开手机
清点起参加志愿服务的人数，一
边跟火车站工作人员整理着青年
志愿者的马甲。

蔡凌浩是福州工商学院的
一名大一新生，个子不高，平时
比较腼腆害羞，但是在工作中他
仿佛变了一个人，责任心非常
强，能够主动热情地为旅客服
务。他的表现得到了车站肯定，
被任命为春运青年志愿者的组
长，负责与车站对接志愿者的相
关工作，配合车站做好旅客运输
工作。

在福州车务段 2020年的春运

中，像蔡凌浩这样的青年志愿者
还有很多。“为协助做好春运旅
客运输工作，我们今年提前半个
月前往福州工商学院、宁德师范
学院进行集中招募。”福州车务
段团委书记王凡说。

春运中，在各个站点，身穿绿
马甲、头戴小黄帽的青年志愿者
们随处可见，他们利用自己的假
期奉献社会，支援铁路运输工
作，是这个春运里最青春靓丽的
风景线。

绿马甲成为靓丽风景线

1 月 16 日早上 6 时，广州沙角海事
处桂山执法大队副队长王聪准时从桂
山岛开着海巡船出发，赶在第一班高
速客船起航前把高速客船专用水道巡
航一个来回，着重巡航查看航道里是
否有碍航渔船及其他碍航漂浮物、助
航浮标是否正常工作，积极排查影响
高速客船安全航行的风险隐患。“

“春运开始以来，每天在我们辖区
有近 600班次高速客船通过，保障好他
们的安全责任重大！”王聪说：“高速客
船 90%的航线都在我们辖区，我们处
电子巡航室通过智慧海事监管平台全
面把握高速客船专用水道的安全；我
们大队就用‘笨办法’——在旅途中

‘陪’他们一起航行，每天看着高速客
船一艘艘的安全通过，内心有说不出
的愉悦感，在某种程度上说，这应该就
是成就感吧。”

珠江口水域是全国“六区一线”重
点监管水域，每天东来西往、南下北上
的 4000 多艘货船交汇于此，还有往来
珠江口各大城市及港澳的 500 多班次
高速客船穿梭其间，形成了全球交通
最为繁忙的水上交通要道之一。

春运开始后，高速客船班次最少
增加了 20%，为了保障高速客船的畅
顺，让旅客回家的路更温馨、更安全，

王聪和他的同事们每天“陪走”护航。
1 月 10 日，春运的第一天，王聪在巡航
的过程中发现高速客船专用水道里有
不明物体漂浮在水面，随着浪花起伏
时隐时现，如若不仔细观察很难发
现。到了跟前才发现竟然是一个庞然
大物——长约 15 米，高约 3 米的“L”形
疏浚管件。一边指挥高速客船绕行，

一边组织打捞，经过两个多小时才将
疏浚管固定在海巡船上拖走。“幸好及
时发现，若是高速客船撞到这管子后
果不敢想象。”王聪有点后怕又有点自
豪地说。

珠江口平安的背后凝聚着海事人
的辛勤与汗水，平安春运，幸好有你
们！

海巡艇“陪走”回乡路

“您好，请出示您的身份证。”“您
的行李要托运吗？”“打火机、充电宝、
锂电池不要放在托运行李里面。”“请
您留下联系方式，有什么紧急情况可
以联系到你”……每天从接待第一位
旅客开始，张家口机场值机员陈倩就
不断重复着这几句话。

只见她麻利地接过旅客的身份证

件进行扫描，打出登机牌，在登机牌上
为旅客标记处所乘航班的登机口和登
机时间，给行李打上行李条，随后引导
旅客走下一个程序。这些流程动作最
多两分钟时间就能完成。

起立、问候、递送登机牌……这看
似简单的话语和动作，每名值机员每
天要重复近千次，既要连贯又不能遗

漏。因为一个细节没有提醒到，就可
能影响旅客顺畅出行。“说实话，笑久
了脸都会僵掉，回到家感觉都面瘫了，
也不爱说话了。”陈倩说。

“我们是旅客进入机场后见到的
第一位服务人员，旅客对机场的第一
印象就靠我们去创造。”在陈倩眼里，
对于值机工作有着自己的认识。

据了解，春运开始后，从早上 7
时 15 分开始，张家口机场就有航班
陆续出港，作为值机员，陈倩每天早
上 5 时 30 分就要起床，6 时 45 分就来
到值机柜台准备，检查设备运行情
况。之后就要开始为旅客办理值机
手续，需要值机员一直忙碌到晚上 22
时左右。

“最忙的时候是周二、周四和周
六，要从早晨忙到半夜，不过已经习惯
了这样的生活了，尤其是从下周春运
高峰开始，我和同事每天要为超过千
名旅客办理乘机手续。”她说，这份工
作给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看着旅客满
意地离开，准时搭上航班，自己苦点儿
累点儿也心甘情愿。

辛苦只为让旅客顺畅出行

春运路上的“黑科技”

本版文字综合新华网、中国水运网、张家口新闻网、工人日报、央视网、中国江苏网等媒体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