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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高铁

主打·策划

““高高铁铁速速度度””
背背后后的的故故事事
□栗薇

乘坐过高铁的人，相信对于
它的安稳、快速、便捷印象深刻。
然而，“高铁速度”背后的故事又
有多少人知晓？当大家都沉醉在
美梦之中，又有多少人知道高铁
背后养护工人艰辛的劳动？而他
们却毫无怨言，默默地为高铁的
安全运行保驾护航。

近年来我国高速铁路飞速
发展，大规模修建高速铁路及客
运专线。由于列车不间断地运
行、外界环境、人为因素的影响，
往往使高速铁路线路发生各种
变形和损坏。为了确保列车能按
规定的速度，安全、平稳、不间断

地运行，并尽量延长线路设备使
用寿命，必须加强线路的养护维
修和监测。

他们是高铁线上的夜行侠。
由于高铁采取昼开夜停的运营
模式，因此，高铁线路检修维护
只能利用夜间进行。每天晚上都
是夜间上班，还需要提前进行作
业前的准备工作。所以，当人们
刚刚进入梦乡时，他们却开始了
一天的工作。常年的昼伏夜出，
他们习惯了在黑夜中与高铁设
备亲密接触，相依相伴，却因此
疏远了家人。他们的工作正如

“好汉歌”里所唱的“路见不平一
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每个夜
间他们都要对高铁线路、道岔以

及隧道、桥梁进行检查，并按规
定做好巡检记录，发现问题要认
真登记在案，组织进行处置，及
时消除隐患。

他们是管好高铁的先行者。
作为第一代的高铁养路人，昼伏
夜出带来的生理困难还好克服，
他们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在缺乏
经验的情况下如何把高铁管好。
面对无碴轨道、百米钢轨等新设
备和轨道精确测控、防灾报警系
统等新技术，他们采取外出取经
和请专家授课的方式，“走出去”
开阔眼界，“请进来”解疑释惑，
边干边学，不断探索，相继完善
了“动态添乘确定重点地段、静
态复核找准病害类型、精确测量

制定整治方案、严格审批加强质
量卡控、对比分析验证作业效
果”的线路精调作业程序，制定
了设备养护维修、质量检查监
控、作业指导书、应急处置预案
等管理标准，形成了相对完善的
高铁安全保障体系，为高铁设备
管理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他们是确保安全的守护神。
他们从进入高铁的第一天起，就
被反复灌输“高铁无小事”、“高
铁高标准”的高铁意识。他们在
高铁管理中认真开展“三防一杜
绝”活动：即“防脱、防错、防漏，
杜绝作业事故”。严明的作业纪
律、精益求精的标准意识，使他
们形成了“不放过一处瑕疵，不

漏掉一处隐患”的严谨作风和执
着精神。用他们的话讲：“要发现
比头发丝还细的隐患，就要有比
头发丝还细的责任心”。正是在
这种责任心的驱动下，他们耐住
黑夜的寂寞，忠实守护着高铁安
全。确保了高铁运营安全平稳。

就是这样一群高铁养路人，
在默默无闻中为高铁安全奉献
着。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
坚守在常人看 来 似 乎 难 以 想
象，有时甚至得不到家人理解，
但他们在黑夜中的坚守确保了
白天高铁的安全运营，他们用
不屈的脊梁承托起高铁安全的
基石，用对责任的忠诚书写着
高铁的未来。

编者按：6月30日，京沪高铁开通三周年。三年间，高铁改变了很多人的出行习
惯，加快了很多人的生活节奏。为此，本报特开通“京沪高铁三周年·我与高铁的故
事”专栏，请读者讲述他们与高铁的那些故事。

□曲寓直

2011年，京沪高铁开通。那
一年，我在山东警察学院读大
二，当时看《齐鲁晚报》得知期
盼已久的京沪高铁终于通车。
怀着激动的心情，仔细阅读着
记者们一篇篇给力报道。

上大学时，我就是个喜欢
济南泰安双城玩耍的人。高铁
开通，就意味着我往来济泰又
多了一种选择方式。客车通常
大约25元，运行时间2小时左
右；铁路普通火车大约11元，运
行时间1 . 5小时左右；高铁二等
座的价格与客车差不多，25元
左右，运行时间却只有20分钟。
路上能节约大把时间，想想就
很爽！

当年7月11日，我坐上济南
西发往泰安的G103列车，舒适
的乘车环境，再加上高哥高姐
们的热情周到服务，一种宾至

如归的感觉油然而生。列车运
行非常平稳，视线转向窗外，却
发现远处的村庄和树木嗖嗖地
闪过，不到20分钟，广播便提示

“列车前方到站——— 泰安站，请
下车的乘客做好准备”，贴地飞
行的描述一点都不夸张。

今年回济南的时候，又去
了趟泰安，这次的泰安站跟三
年前的大不一样，各种商铺多
了起来，周边的硬件交通不断
完善，更加贴近群众的生活。作
为一个土生土长的烟台人，我
更期盼的则是坐上回家的高
铁。前段时间听说青荣烟威城
铁将在今年下半年从济南方向
试运行，内心别提多荡漾了。我
想青荣城铁也将会像京沪高铁
一样便捷半岛地区的日常出
行，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三周
年，祝福你，京沪高铁！愿你越
来越好，期盼下次相见，伴我踏
上回乡路！

初初遇遇高高铁铁的的那那段段时时光光

□叶庆华

高速铁路安全吗？似乎不
存在异议。人们在赞赏它、议论
它、乘坐它的同时，已经很少有
人像开通前那样忧虑它的安全
了。不要说广大群众，就是我们
吃铁路饭的，不是弦也悄悄松
懈下来，没有多少担心了吗？

高速铁路是安全的，是让
人放心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具有
世界一流水准的硬件，具有“高
标准、讲科学、不懈怠”的管理，为
高铁安全运行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再说了，几乎所有的线路全高
架起来，隔离起来，与行人、车辆
不再接触，安全系数自然高了许
多。难怪有人会认为，高铁的安
全，是放进了保险箱的。

铁路的安全，永远不要和
保险箱相联系。有个事例值得
一说，2010年7月23日，瑞士“冰
川快车”脱轨，致死亡1人，受伤
42人。瑞士“冰川快车”是世界
十大顶级豪华列车之一，迄今
已有80年历史。它连接多处旅
游胜地，一路风景美不胜收。为
了方便旅客欣赏，它也成为“世
界上最慢的快速列车”，平均时
速大约30公里。这么慢竟然出
了旅客伤亡事故，难怪媒体报

道用上了“罕见”作为标题。
一个中国，一个瑞士；一个

高速，一个慢速，似乎没有可比
性。但笔者恰恰认为，这是镜子
和警钟，给我们守住高铁安全
关，上了一课。凡是汽车、飞机、
火车这样处于不停顿、高速运动
的交通工具，就没有绝对安全、
永远安全之说。出事故是绝对
的，不出事故是相对的，我们所
要做的，就是尽力拉大事故的周
期，防止一切恶性事故发生。号
称最安全的日本新干线，前一段
时间不也出了个事故吗？

既然时速30公里的列车会
出事故，那么时速250公里甚至
350公里的高速列车会不会出
事故？答案不是太简单了吗？高
铁技术先进，安全系数高，并不
等于就不可能出事故。凡机械
设备，就会有发生故障的概率，
凡由人主持运作的管理，就会
有因人疏忽发生意外的可能。
慢速列车出事故都死伤这么多
人，万一高速列车出事故，后果
还敢想象吗？

对于高铁安全，我们只能
居安思危，谨慎小心，如临深
渊，如履薄冰，从每一个细节做
起，从每一个螺丝钉做起，从当
班的每一分钟做起，才能有力
地扼住事故的咽喉！

将将安安全全时时刻刻挂挂心心上上

□刘军

作为一名常年漂流在异地
的农村青年，我有一个通俗的
身份“农民工”。每天都是重复
的劳动，生活很乏味、枯燥，唯
一能让人打起精神、开开心心
面对生活的事情无非就是逢年
过节，带着一年的收入回家的
喜悦。

往年的时候，一到年底很
是让我喜忧参半：一方面拿到
了一年的薪水，也可以回家和
家人团聚，共享一个喜庆的大
年，另一方面回家的首选当然
是坐火车，但这个时节正是学
生与我们一起回家的高峰期，
一票难求，有票也很难坐上火
车。首先，购票是一个大难题，
其次，坐上火车，回家的归心似
箭，拥挤的火车，嘈杂的人声，
经常让我在火车上心烦意乱。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可以舒
舒服服地回家与家人团聚。

最近几年铁路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看在我的心里，也看在
每一位打工者的心里。政府出台
的各种政策让铁路真正承载了
每一位在外漂流的浪子回家的
期寄。实名制的实施让黄牛党、
票贩子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让铁
路真正为人民服务。很多时候大
家都很痛恨他们，我们辛苦一年
的所得不如他们几天的暴利，现
在终于杜绝了这种让人恶心的
行为，我感到很庆幸。

其实，坐火车挺好的，车内
空间大大的，还可以很方便地

喝到热水和上厕所。乘务员阿
姨和蔼可亲，让我感觉很温馨，
很舒适。

和我们坐在一起的是一位
年过半百的老伯和一位大姐
姐，一路上老伯给我们讲了很
多有趣的故事，不知不觉已经
到了目的地，我是多么希望这

段路途可以再长一点。
每到年底，我渴望回家，渴

望坐在火车上细品一杯茶，细
想过去一年的种种，渴望在奔
驰的列车声中想象一下美好的
明天，渴望回家的思绪随着两
条坚定不移的轨道迅速冲向家
的方向。

一一路路狂狂奔奔家家的的方方向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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