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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高铁

济铁·故事

2255年年责责任任心心保保历历城城站站安安全全
历城站位于济南市王舍人镇，建于1904年。在历城站110年的历史中，一代又一代的铁路人在一

线最艰苦的岗位上坚守、奉献，今年47岁的李振田就是历城站一代又一代铁路人的缩影。他在自己的
岗位上一干就是25年，业务能力强、认真负责，是认识他的人给他的一致评价。

本报记者 沈振 实习生 张肖艺

建于1904年的历城站，位于
济南市区东部的王舍人镇，距离
济南站16公里，1996年以前这里
是周围居民外出探亲旅游的重
要交通站点。1996年底近百年的
历城站不再承担客运业务，从此
历城站除了工作人员，外人几乎
很少知道它的存在。

8月13日，记者随车前往历
城站，车在济南宽阔的马路行驶
一个小时后，驶进颠簸崎岖的羊
肠小路，车在村子里转来转去
后，历城站不起眼的大门便出现
在眼前。偏僻的位置勾勒出历城
站不为人知的现状。然而，虽然
很少被外界所知，但历城站是济
南车务段最大的货运站，也是济
南铁路局最为繁忙的二等货运
站之一。

“我们站现在有202名职工，
其中190名职工是一线工人。目
前每天的挂车量1500多。”从车
站党委书记陈海翔说话的语气
中，就能感受到车站的繁忙是他
们的一种骄傲。

在202名员工中，仅有寥寥
几位是在一个岗位上工作年数
超过25年的，调车指导李振田就
是其中之一。

1986年，19岁的李振田从部队
转业回来接了父亲在铁路上的
班，随后被分到了平陵城车站做
扳道员。那时候扳道条件落后，只
能依靠工人手动操作，扳道员是
实实在在的苦力。“那时在别人眼
里能进铁路上班都是非常厉害的
一件事，没想到开始就被分到那
么艰苦的岗位上”。回想起28年前
刚工作时的艰苦，李振田脸上依
然流露出骄傲的笑容。

干了3年的人工扳道工作
后，1989年扳道由人工操作实现
了机械化操作。实现扳道机械化
是中国铁路工作的一步重大改
进，节省了人力物力，同时也使
得扳道的准确性与安全性大大
提高。然而，李振田却没有对机
械化操作带来的便捷感到庆幸，
相反，他却很留恋人工操作时五
六个工友在一起通力协作时所
带来的乐趣。

1989年6月，李振田被调到
历城站成了一名调车连接员，之
后他便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
25年，从一个青涩的小学徒成长
为如今历城站的调车指导，更因
其操作极其规范成为全国铁路
系统的“火车头标兵”。

“ 第 一 天 调 到 新 站 新 岗
位，师傅就跟我再三灌输这活
会有多苦、多累、多险。”即使
有师傅的反复提醒，可刚干起
调车连接员的李振田还是有
点吃不消。“没想到这工作比
扳道工还苦。”调到一个新的
岗 位 上 ，一 切 又 都 得 从 头 学
起，这些困难并没有让当兵出
身的李振田打退堂鼓，“这些
事在我看来都是挑战。”正是
有 这 样 的 精 神 头 ，两 个 半 月
后，李振田便学成出师。

说起连接员这份工作，有一
年调车连接员经验的陈海翔随
口便说，“调车工作，脏、苦、累、
险。”陈海翔介绍说，在上世纪90
年代因为设备落后再加上规章

制度不健全，调车岗位是铁路系
统内事故率最高的岗位，“不仅
事故率高，事故造成的伤亡率也
非常高。”而李振田就在这样的
岗位上干了25年，却从未出过任
何事故。

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李振
田曾经因为下班没有及时回家
被父亲给骂了一顿，“干这工作
下班到点没到家，家里就会以为
出什么事。”他回忆说，那是1992
年冬天的一天，自己下班后与工
友一起留下来喝酒，“酒还没喝
到一半，我爸就气冲冲地走进来
把我臭骂一顿，‘该回家不回家，
也不说一声。’”想起父亲当年那
顿臭骂，李振田语气里还透着一
股暖意。

李振田平时除了对自己严
格要求，对班组里的同事也毫
不松懈。在他这么些年所带的
一届又一届班里，很多徒弟都
受到他的影响，在工作上积极
上进后来成为业务骨干，有的
如今已经走上领导岗位。

现在已经是调车长的韩国
峰是跟随李振田八年的“亲”
徒弟，聊起师傅，他言语里满
是佩服与感激，韩国峰说，自
己在还是学徒的时候，还因为
工作上的失误，挨过李振田的
打。“当时年轻，挨了打心里自
然有情绪，觉得我爸妈都不舍
得打我，你凭什么打我。但现
在自己当上了调车长，也体会

到了师傅当年恨铁不成钢的
良苦用心。”

当然，虽然工作上李振田
对徒弟要求极其严格，在生活
上，他又像家人一样照顾着自
己的徒弟。韩国峰在家里排行
老三，从小父母疼爱，没吃过什
么苦。刚到历城站工作时，由于
水土不服工作强度又大，一次
下班后发起了高烧。“师傅知道
这事后，下班后马上就带着我
去医院，然后又在医院陪了我
一夜。”第二天早上师母又为师
徒俩送饭过去，这让韩国峰十
分感动。

这么多年的班组长磨练，
让李振田在对班组人员的管理

中也有自己的“法宝”。他通常
会通过培训摸清下属的脾气，
根据下属自身特点给他们分配
不同的老师因材施教。新职工
中有一部分是部队复员过来
的，比较难管理。李振田就将他
们分配到工作氛围比较好的
班，以积极向上的氛围带动他
们，让他们自觉地跟着学习、上
进。有时候员工之间闹矛盾，李
振田就积极充当和事老，将几
个人叫到一起，“一边喝着小
酒，一边把心里话说出来，心结
自然而然就解开了。”

“现在我的徒弟都换了茬
喽，很多人还成为了我的领
导。”李振田骄傲地说。

■一个岗位待25年，小学徒成全国标兵

■连接员工作脏苦累险，比扳道工还苦

在领导眼中，他为人忠厚，
工作认真，责任心强。在同事眼
中，他作业标准，业务熟练，管理
能力强。在与李振田的交谈中，
他提到最多的也是责任。“调度
工作是货运站的基础性工作，一
个细节不到位都可能引发极大
的事故。”李振田多次认真地说
起这句话。李振田把责任如此看
重的原因是曾经有一起事故让
他永远难忘。

2000年11月17日，李振田像
往常一样仔细检查了自己班组
连接好的一列发往将山石料厂
的货车，在检查无误后他将列车
移交给负责送车的同事。18日，
李振田在离车站不远的住处听
到车站满是警车声和救护车声，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他随即从
家里跑到车站，看到一列货车在
车上拧成了麻花，整个车站的线
路都已经瘫痪。

李振田向同事一打听，才知
道是前一晚送往石料厂专用线
的车辆发生溜逸事故，事故造成
车辆、线路损失达178万元，所幸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后来查明事
故原因是由于石料厂维修线路
时，擅自抬高坡度造成超标，车

站调车组作业完毕后防溜的手
闸没有按规定拧到位。“这事到
现在还不时在我脑海里出现，时
刻提醒着我一定要按照规章制
度操作，不然事故就有可能发生
在我的身上。”

事故发生后，李振田比之前
更加注意安全操作规范，同时他
也将自己工作时总结出的经
验分享给工友，“我当时就希
望事故永远不要在历城站再
出现。”说起自己总结的工作
经验，李振田如数家珍，“交班
的 最 后 一 钩 、接 班 时 的 第 一
钩，吃饭前的最后一钩和休息
后的第一钩，这时大家注意力
都不是很集中，最容易出事。”
同时在上班前，如果发现同事
有带情绪的，他会及时安抚，不
然坚决不让上岗。

正是李振田这样对自己和
自己班组认真负责，使得历城站
自从2000年的事故后，再也没有
发生任何较大的事故，李振田也
成为济南铁路局内公认的安全
标兵。2007年4月李振田获得原
铁道部总工会颁发的“全路火车
头”奖章以及“济南铁路劳动模
范”称号。

■一起大事故，让他工作不敢有丝毫大意

■工作上严格生活上关爱，很多徒弟成了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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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①李李振振田田在在作作业业
中中。。
②②李李振振田田和和工工友友
在在工工作作中中。。
③③李李振振田田和和徒徒弟弟
们们探探讨讨业业务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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