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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西工务段季风运：

给给高高铁铁铁铁轨轨探探伤伤的的首首席席““神神探探””

一个人带出

三个技师

5月21日下午，记者在位于
济南西站西1公里处的京沪高铁
济南保养点的宿舍内见到了被
济南铁路局称为高铁“神探”的
首席探伤技师季风运。此时他正
在宿舍整理最近工作记录的各
类高铁铁轨伤情的材料。

“我以前是记笔记，现在都
是做PPT，成为习惯了。”季风
运说，自己把这些铁轨伤情报
告整理出来是要给他的组员
看，帮助他们提高自己的业务
水平。记者在电脑上看到，季风
运整理的铁轨伤情分析报告多
达60多页，每一处伤情他都认
真做了分析，十分直观。“这些
都是我每次探测铁轨时随手做
的记录。”

季风运告诉记者，现在高铁
的运行速度太快，他们作为铁轨
安全的守护者丝毫不能大意。所
以身为工长的他便时刻要求自
己的组员时刻抱着学习的心态
去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我们
是一个团队，我一个人水平高不
算高，大家都得提高才行。”季风
运说，他希望自己组员的水平以
后都能超过自己。

为了帮助大家提高探伤的
业务水平，季风运在平时的工作
中便通过各种方式激励自己的
组员。在众多的激励方式中，季
风运最常说的就是提高技术后
能带来多少实实在在的利益。

“考上技师后每个月能多拿200
块钱，级别越高拿得越高，其次
要是能考上高级技师，住房也能
住面积大的……”季风运给记者
罗列一堆提高业务水平后能带
来的好处。

正是在高铁安全的高标准
要求下以及季风运平时的言传
身教与鼓励下，季风运12人的班
组中，他自己带出了3个技师，其
中一个已经通过了高级技师的
考试。

师傅不教

就立志超越他

说起自己为何如此支持鼓
励自己的组员学习技术，季风
运说，“我这么要求他们学习技
术，是因为我当年吃过这方面
的苦。”

时间回到1992年。由于泰
安探伤工区缺人，季风运被一
纸调令从干了4年的线路工岗
位上调到了探伤工区。因为自
己没有一点专业知识，对于探
伤这个技术要求极高的工种，
季风运开始并不愿意干。他说，

“我心里没底，怕学不会。”但由
于调令已经下来，季风运不得
不过去。

“干什么都得问师傅。”刚到
探伤工区，没有一点专业背景的
季风运便犯起了愁。然而，最让
季风运头疼的并不是自己需要
从头学起，而是每一次去问师
傅，他得到的都是冷冷的“自己
看书去”，这让季风运备受打击，
不服输的他一次在得到一句“看
书去”后，便当着师傅的面回了
一句，“你不教我，我早晚要超过
你。”而师傅听到后，只是笑一笑
走了。

此后，为了不让师傅笑话，
季风运每次上班时都会跟在师
傅的后面，自己用笔将各种铁轨
伤痕的波纹形状画下来，自己回
去后再一点一点学习。“谁测时，
我都跟着记，前后记了七八本笔
记。”而现在，季风运当时的这些
笔记早已经被当成探伤工的宝
贝传开了。

除了平时上班时记录各种
铁轨伤痕，晚上季风运和同宿舍
的工友便搬一块铁轨试块到宿
舍去，留着自己模拟探伤。每天
晚上季风运便和工友一起练探
伤，他们互相鼓励，而每次练都
近5个小时，这样的夜晚，他们持
续了大半年。不仅如此，为了能
尽快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季风
运便让妻子教自己学习三角函

数，让文化底子好的同事教他物
理知识。

“媳妇经常嫌我太笨，学得
慢。”季风运说，直到现在自己仍
然后悔当年没有好好学习，底子
太差。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自己努
力学习后的几个月后，季风运便
独自发现了铁轨伤痕，此时的老
员工也开始对他另眼相看。然
而，季风运并没有因此满足，他
依然记得自己当时说过“要超过
师傅”的诺言。在此后的工作中，
季风运依然利用一切机会学习。

2007年，经过不懈努力，季
风运考到技师称号，2012年他获
得高级技师称号，2014年获封济
南铁路局首席技师称号。“我们
的工作就得不断学习，不断提高
自己的业务能力。”

探伤“神探”

被调入高铁工务段

随着季风运自己的不断努
力，很快他的钢轨探伤技术便已
练得非常熟练。在当时的泰安探
伤工区，季风运已经逐步成长为
技术骨干。

“我在泰安工区，发现的铁
轨伤情是最多的。”季风运笑着

说。说起自己的“神探”称号，季
风运告诉记者，那是因为2002年
自己的一次探伤操作，获得了大
家的肯定，随后被同事叫开了。

2002年，季风运在一次上班
期间，发现了一处长达60米的铁
轨伤情，因为铁轨伤情长达60
米，季风运不敢大意，经过反复
几次测量后，他确认无误。随后，
他便上报至工区。由于更换长达
60米的铁轨，涉及的人力物力都
非常大，工区里的主任、技术科、
甚至段里的领导，都问季风运是
否能保证确认无误。“我能对探
测负责任。”不论谁来询问，季风
运都胸有成竹地回复对方。

在得到季风运的保证后，泰
安工区随机从外地借来了长达
60米的铁轨进行更换。事后便有
同事过来跟季风运说，“老季你
真行，那条伤轨刚吊起来就断成
了几节。”随后，“神探”的称呼便
在同事间传开了。

2010年，已经在泰安工区干
了18年探伤的季风运因技术出
色，被调到了京沪高铁介入组。
谈到在介入组的日子，季风运连
连叫苦。季风运说，京沪高铁的
线路每隔100米便有一处焊缝，
他们需要一个一个焊缝测量。

“298公里的线路，我们是两个人

一步步走出来的。”
随后，因为在介入组的出色

工作表现，季风运被留在了高铁
工务段上，从此开始为高铁运行
保驾护航。

因为工作，

直言“对不起父亲”

在京沪高铁介入组的那段
时间，是季风运工作中最为紧张
的时刻，同时也是他最不愿提及
的一段时间。

时间紧、任务重，每天季风
运一起床便被工作塞满了一天。

“每天早上7点就要出发，回到驻
地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就是
这样状态下，季风运从2010年初
进入介入组一直持续到年底，其
间他根本没有时间回次家。

一次季风运的父亲给他打
电话问，什么时间回家。因为工
作，季风运对父亲的电话并没有
过多在意。然而，过了一段时间
父亲再一次打来电话，开口就质
问季风运，“你还知道回家的路
吗？”季风运知道自己已经很长
时间没有回家，但对父亲的话，
他并没有多想。

“现在要是知道，我怎么也
会回家！”季风运懊恼地说。原
来，季风运的父亲此时已经患
病，他想让儿子回家陪他看病，
但出于为儿子工作着想，他最后
还是没有开口。

2011年大年初一中午，季风
运的父亲刚刚端起饭碗就发病
了，随即被送往医院，经诊断为
脑血栓，随便又被查出胃癌晚
期。“他连一口饭都没吃，直到走
时也没说一句话。”说着季风运
便作深呼吸来抑制自己的心情，
此时的他已经两眼发红。季风运
说，在父亲走之前，用手指了指
面前和母亲的合影，希望自己能
照顾好母亲。

现在，只要周末有空，季风
运都会回泰安老家照看母亲。他
说，“我母亲都80岁了，我看一次
少一次，我不能让自己再后悔。”

人们在乘坐高铁时，接触最多的是美丽的高姐，而在高铁安全高速运行的背后，有更多铁路人在为高铁保驾
护航，被人称为“神探”的济南西工务段首席铁轨探伤技师季风运便是其中一位。每天晚上高铁停运后，季风运就
会带着同事，来到京沪高铁线路上给磨损了一天的铁轨进行“体检”，确认铁轨是否安全。他是如何一步步成为铁
轨“神探”的，请跟随记者一起走近他的工作。

文/本报记者 沈振 片/本报通讯员 付德水

铁轨焊缝探伤作业。

作业前准备调试仪器。

帮带年轻职工。

季风运和他的探伤团队在开会研究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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