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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选拔的都是在职的
优秀司机，一般从报名到成为
一名真正的高铁司机往往要 4
年。”济南机务段动车车间主任
于涛表示，培养一名优秀的动
车司机非常困难。一位普通机
车司机必须具有中专及以上学
历，同时还要担任司机职务两
年以上，并安全行驶1 0万公里
以上。只有这些条件全部同时
合格，他才能有资格报名参加
选拔。

9月初刚刚在动车车间定
岗的孙树勇，被安排到地乘这
一岗位上，也就是负责每天晚
上将动车由济南站送到济南西
的动车车检所。虽然只能开1 4
分钟的路程，但对于这一天他
等了很久。

今年38岁的孙树勇，2000
年成为聊城运务车间的一名学
习司机，1 3年来他一步一步成
为聊城车务段最优秀的司机之
一，而这并没有让他满足。

2010年孙树勇决定报名参
加动车司机选拔。“有着这么高
端的火车，自己也想驾驶最好
的东西。”孙树勇这样解释自己
报名的原因。自行驾驶客运列
车3年以上，10万公里无事故，
持有电力机车驾驶证等一系列
严格的条件，孙树勇全部都满
足。

经过初轮选拔后，随之而
来 的 各 种 理 论 知 识 培 训 与 考
试，这些给孙树勇带来极大的
挑战。“所有的知识都是新的，
许 多 东 西 还 颠 覆 了 以 前 学 到
的，学起来还是非常困难的。”
培训期间高强度的各种学习与
具体操作，给孙树勇带来一次
又一次的挑战，同时也给他带
来一种成就感。

在通过路局的考核后，孙
树勇又去北京参加了铁路总公
司组织的各种考核，之后又被
送到成都进行了封闭培训，经
过一轮又一轮各种形式的考核
后，孙树勇在2012年底拿到了
动车驾驶证。“拿到证的时候，
感觉以前吃的苦都值了。”孙树
勇说。

2014年6月，孙树勇从聊城
客运队调到了济南动车车间，
调来后又是长达 3个月各种理
论学习与操作学习。9月初定岗
后，孙树勇第一次单独正式上
路开车，“所有的理论和操作程
序都熟记于心，但还是紧张。”
孙 树 勇 说 第 一 次 把 车 开 到 站
后，自己长舒了一口气。

现在孙树勇还要在地乘的
岗位上磨练一段时间，才能执
行 客 运 任 务 。“ 考 动车司机很
苦，但能开高铁再苦也愿意。”
他打算继续学习，下一步尽快
拿到高铁驾驶证。

安全行驶10万公里

才有资格报名选拔

动车司机是怎样“炼”成的

33000000人人中中才才选选出出116688名名

宿志华今年35岁，原本是
济南西的一名重载6000吨的货
运列车司机。按照铁路部门的
规定，货运列车司机如果满足
报名条件后，在培训合格后还
有从事3年的普通列车驾驶的
过渡期，即使是这样，宿志华还
是义无反顾地在2008年年底报
名参加了选拔。

报名参加初选后，宿志华
的条件符合各项标准，有些数
据甚至高出一些客运司机。过
了初选和铁路总公司的各种考

核后，2009年3月被送到成都培
训，在2010年初他拿到动车驾
驶证。

因为必须要有3年的无事
故客运驾龄，2010年12月宿志
华被调到济南机务段驾驶客运
列车。“这规定也是从为旅客安
全着想才制定的，我自己也能
接受。”之后宿志华在3年期间
顺利完成了安全运行。2013年
年底，宿志华来到了动车车间，
又是一系列的各种岗位培训
后，他被安排从事地乘工作。

现动车司机每天的工作非
常简单，除了当班就是学习和
睡觉。“学习成为现在每一个高
铁司机，每天生活中必不可少
的一部分。“现在高铁技术进步
很快，几乎每天都要技术改进，
司机必须每天学习各种资料，
才能确保自己掌握最新的驾驶
技术。”宿志华说。

现在宿志华，依然在地乘
的岗位上锻炼，说起自己急不
急着担当客运任务时，他说：

“说实话我自己心里也有点矛

盾，一方面自己很想能担当客
运任务，另一方面一旦执行任
务身上的安全压力很大，毕竟
一列车的安全在自己手里。”然
而当问起他哪种想法占据上风
时，宿志华直截了当地说“前
者”，他对自己能担起安全责任
很有信心。

就在前几天，车间告诉宿志
华，他即将从地乘岗位上调到运
输队里，这预示着他将要驾驶高
铁驰骋在中华大地上。“下一个，
就是我！”宿志华高兴地说。

货车司机需有3年驾驶普通列车的过渡期

7年的老动车司机 安全行驶190万公里

今年53岁的马兆玉，现在
是济南铁路局内年龄最大的
动车司机。从2007年4月18日
第一次执行济南到青岛的客
运任务以来，马兆玉已经安全
行驶了190万公里。说起这7年
的动车组司机生活，“每一趟
下来都精疲力尽。”马兆玉这
样总结。

2005年，44岁的马兆玉决
定报名参加第一批动车司机选
拔，这个年龄在当时的报名者

中也是最大的。根据规定报名
者必须在45岁以下，“当时很多
人都奇怪，我这么大年纪还能
学习那么多新知识吗？”但马兆
玉用实际行动表明自己能行。
在通过层层考核后，马兆玉在
2007年初拿到了动车驾驶证。

“我干司机36年了，从蒸汽
机车到电力机车都开过，没想
到还能开上这么快的动车。”马
兆玉对自己能开上高铁列车很
是自豪。然而，驾驶动车组比他

想象中的还要难得多。因为动
车的速度非常快，在运行时必
须时刻保持精神高度紧张，“以
前连跑着几趟都能撑住，现在
年纪大了，一趟下来就觉得累
了。”其实动车司机最难受的
是，一趟下来连口水都没机会
喝。“那滋味太难受了。”马兆玉
说。

7年的动车驾驶经验，让
马兆玉成为同事的“宝”，没
事就找他请教驾驶技术，听他

讲驾驶经验。“做动车司机，
遇事必须冷静沉着，还要平时
多学习各种故障的处理办法，
这样才能是一名合格的动车
司机。”

还有2年就要退休的马兆
玉，对退休这事一直很在意，平
时也怕别人提起这事。“不愿
想，开了一辈子车舍不得。想一
直开下去，开更快的中国高铁
列车。”说着，马兆玉呵呵地笑
了起来。

目前济南铁路局总共有168名动车司机，这168名动车司机是从3000多名报名者中经层层选拔出来的，学历、经验等许多硬指
标缺一不可才可报名参加选拔。可以说，动车司机都是火车司机中的精英，都是铁路局的“宝”。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三三位动车司机的
经历，看看他们是怎样“炼”成的。

文/本报记者 沈振

济南机务段动车车间供图

▲53岁的马兆玉，现在
是济南铁路局内年龄最大的
动车司机。7年动车司机生
涯，他已经安全行驶了190万
公里。

一位普通机车司机
必须具有中专及以上学历，
同时还要担任司机职务两
年以上，并安全行驶10万公
里以上。只有这些条件全部
同时合格，他才能有资格报
名参加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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