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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东站信号楼值班员马逸群：

车车站站““中中枢枢神神经经””的的守守护护者者
文/本报记者 刘胜男
片/本报通讯员 曹大凡

不许带手机上岗，

无特殊情况不准离开座

位

8：30是信号楼行车室两个
班组的交接班时间，早晨7:30
马逸群就和他同组的小伙伴们
来到济南东站的信号楼，查看
班组计划、上级命令以及重点
列车的分配情况，从早晨8:00
班会点名时间开始，在上班前
他们三人都会做同样的事情：
上交手机、去卫生间。据了解，
为了保证列车运行安全和让值
班员、信息员精神高度集中，上
班时间任何人不准带手机上
岗，“天大的事都不如行车命令
和行车安全重要。”马逸群告诉
记者，由于上班时间从早晨8:
30开始一直到晚上20:00，在这
期间，没有特殊情况值班员和
信息员不准离开座位，因此他
们的饭菜全由食堂人员亲自送
到，“就连上厕所也是一路小
跑，丝毫不敢懈怠。”

“G186五道，通过，去济南
方向。”

“G186接近，助理值班员5
道接车。”

“G186通过。”
刚走进济南东站“隐蔽”和

“人迹罕至“的信号楼的行车
室，记者听到的就是此起彼伏
的电话声和不绝于耳的各项指
令下达声，9个显示屏和4台电
话机是他们的工作设备，前排
坐着2名信号员，他们负责不同
方向列车的接发车信号；后面
是车站值班员，也就是马逸群
的工作位置，所有列车的进入
和驶出全都由他发号指令进行
操控。每一位工作人员都是表
情严肃，马逸群双眼正紧盯屏
幕，左手抓着电话，右手还拿着
对讲机下达命令，“正常情况下
接一列车需要四五个电话，差
不多一天需要上千个。”马逸群
告诉记者，长期说话造成嗓子
经常“冒烟”状态，还患有咽喉
炎，耳朵甚至也会出现幻听的

情况。
记者了解到，济南东站信

号楼担负着济南、黄台、章丘和
北园方向等所有进出济南东站
的客货列车接发任务。“每天有
310多趟列车经过，赶上春运暑
运或者列车调图的时候甚至更
多，接发密度太大。”济南东站
副站长刘荣村告诉记者，客车
和货车都在这里经过，赶上春
运、暑运的时候差不多4分钟就
要接发一趟车。列车密度大，工
作任务重，信号楼目前共有四
个班组轮流值守，每个班工作
都在十个小时以上，需要24小
时不间断地接送过往的列车。

一天到晚紧绷神

经，稍有不慎就会车毁

人亡

“干这一行最重要的就是
需要责任心，处理事情时必须
果断、胆大、心细。”马逸群边盯
着屏幕边告诉记者，正常情况
下列车会有固定的股道和停车
时间，但是碰上特殊天气造成
列车晚点的时候，他们则需要
按照经验和快速的大脑转动来
紧急舒缓交通，缓解轨道上的

“交通拥堵”。
在马逸群看来，从早晨坐

上值班员的椅子开始，他这一
天就必须紧绷神经、丝毫不敢
有任何松懈和马虎。“所以现在
压力大到大把大把地掉头发。”
马逸群笑着告诉记者，他们最
怕碰上恶劣天气造成列车大面
积晚点，一旦列车晚点就会带
来连锁反应，造成临时积压，

“铁路又不像公路，不能临时变
道，缓解拥堵。”在这种情况下，
就需要马逸群和他的“战友”们
分清主次和轻重缓急，调配好
列车的进站和运行衔接，精确
下达各项指令、明确传递行车
命令，从而把握最佳时间让列
车快速进站，“这就需要果断掌
握时机，否则晚点列车会越来
越多，给自己的后续工作带来
更多麻烦。”

11：30，马逸群和他小伙伴
的工作午餐由专门的工作人员
送到了信号楼行车室，“这是我

们济南东站唯一需要把餐饭送
到办公室的地方。”济南东站副
站长刘荣村告诉记者，由于这
一行业的特殊性质，不能离开
座位、远离岗位，所以他们只有
出去上厕所的两三分钟时间可
以不在座位上，“一天下来全在
座位上，只有脑力活动，没有体
力活动，我现在已经由当初的
110斤胖到了150多斤。”马逸群
说。

同时，由于长时间坐着上
班，马逸群也养成抽烟和喝茶
的习惯，“原则上是不允许抽烟
的，但是熬不住，尤其是晚上上
班的时候。”马逸群告诉记者，
从当上信号楼的值班员开始，
马逸群的烟量就是递增的状
态，已经由之前的一天半盒到
现在的一天一盒，必须靠它来
提神。此外，为节约时间，厕所
就安排在他们行车室的旁边，
但是他们也尽量减少去厕所的
次数，“因为出去就需要找个人
来暂时顶替，交接麻烦不说，就
怕没听清楚造成事故发生，稍
有不慎很可能车毁人亡。”因
此，马逸群只有在特别困和渴
的时候才喝点茶水，尽量减少
去厕所的次数。

出身铁路世家，感

谢家人理解

“在信号楼的单身小伙子
难找对象，找着对象的又不能
顾家。”济南东站副站长刘荣村
告诉记者，由于上班时间不规

律也没有固定的节假日，约会
时间太少，现在的小姑娘都不
太愿意找铁路系统的小伙子；
结了婚的工作人员则没有太多
时间陪伴家人，家里有什么事
情都帮不上忙，有可能会引发
家庭纠纷。

但是，这些事情都没有发
生在马逸群的身上，由于出生
在铁路世家，爷爷、姑姑和妈妈
都是铁路上的工作人员，因此
当兵归来后马逸群也毫不犹豫
地进了铁路系统，“尤其是干了
车站值班员之后，家里所有的
事情就没帮上什么忙。”马逸群
告诉记者，和妻子谈恋爱时俩
人连个电影都没看过，约会时
间都是在晚上八点之后，就连
结婚的时候他也只是出现在婚
礼的仪式上，所有的准备工作
和新房的家具等都是他母亲和
妻子一块操持的。

由于上班时间需要精神高
度集中，并且上班时间较长，因
此马逸群回到家里第一件事情
就是补觉，“休两天的时间，一
天都在睡觉，因此家里有什么
事情也都帮不上忙。”但是，令
马逸群特别自豪的是家里所有
人都支持他的工作，“可能妻子
会有稍微抱怨的时候，我奶奶
就经常到家帮忙并劝说妻子。”
因此，凡是马逸群休班在家睡
觉的时间，所有人都是轻手轻
脚，就连四岁的孩子都会被妻
子或者母亲抱出去玩耍，“生怕
我休息不好，在单位精神不集
中，造成列车运行事故。”

坐上列车，旅客最关心
的就是正点、安全地到达终
点，但是大家对发号列车行
车和停车指令的铁路信号
楼或许都比较陌生。6月25
日，记者来到济南东站“隐
蔽”的信号楼行车室，这里
负责着济南、章丘、黄台和
北园方向列车进出站的信
号指令发布，是整个车站的
中枢神经系统，“这要在战
争年代都是有军队把守保
护的，在和平年代，进出也
需要层层把关。”济南东站
副站长刘荣村说。

不管白天还是黑夜，信
号楼里都是一片繁忙，里面
的值班员马逸群和他的小
伙伴们每天都在紧张而有
条不紊地“指挥”着火车的
运行，“这就是一场没有硝
烟的战争，稍有不慎可能就
会造成车毁人亡。”马逸群
告诉记者，一个手势、一句
指令都重如泰山，他们最大
的愿望就是旅客能够安全、
正点地到达目的地。

马逸群一天下来要接听上千个电话。

马逸群

面对九个显示屏，一天到晚神经都要紧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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