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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春运是一个特殊的

名词，也是一条温暖的回家路。我们熟悉火车站的客

运员、售票员和列车上的乘务人员，常常为他们的无

私奉献所感动，殊不知，铁路是一个大联动机，在春运

这场大戏幕后，还有许多工种正在默默坚守和付出。

身处“后台”的他们，共同搭建起春运舞台，演绎

着人间朴素无华的真爱。

孤独的“调车侠”

东风 DF5 调机威风凛凛地行驶在铁道线上。眼

前，再也熟悉不过的南昌站站场灯火通明；身后，是正

迎着春风恢复生机的南昌客车整备所（以下简称“南

昌客整所”）。邵敏夫站在调机上，目不转睛地盯着越

来越近的站台。

这是 2 月 9 日，此时，家家户户忙着吃年夜饭，在

觥筹交错中享受着团圆的喜悦。作为调车长，邵敏夫

已经 4年没有陪家人守岁了。

像往年一样，邵家的“年夜饭”提前安排在当天中

午。开饭前，父亲、母亲抢着往饭盒里夹菜，父亲还是

那样寡言，母亲还是那样絮叨：“千重要万重要，安全

最重要，敏夫你可别大意。”

班前不能饮酒，这是铁律。邵敏夫端起饮料，看

着父亲：“老爸，要不你还是整一点酒？”父亲坚决地摇

手，笑道：“好小子，别诱惑你家老爷子，来，咱们就喝

这个饮料，挺好。”一家人的杯子响亮地碰在一起。包

厢里传出邵敏夫两个女儿甜美的声音：“祝爷爷奶奶

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上岗前，南昌站调车组的五条汉子坐在一起，拿

着饭盒一碰，异口同声地调侃道：“干杯！”他们匆匆扒

拉完饭菜，将手机上交给值班站长，便各自披挂上阵。

今晚，邵敏夫执行的第一趟调车任务是从泉州到

终点南昌的 T8010 次车底。待调机进入股道后，他娴

熟地将调机与车底连接好，进行通风试验，确认车辆

自动制动机性能良好，再通知司机整列试拉，等信号

开放后，将整列车底往南昌客整所方向推进。在那

儿，车底将接受检修。之后，邵敏夫要将调机与已经

完成卧具备品更换的 K288 次列车车底连接好，再牵

引到南昌站台，迎接奔赴上海方向的旅客。整个过程

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夜幕下，邵敏夫凝视着万家灯火缓缓后退，寒风

扑打着脸颊。有谁知道，他这个被朋友们美誉为“调

车侠”的铁路人，其实是何等的孤独。每次上班，除了

在对讲机里言简意赅地讲几句行话，绝大多数时候，

唯有风雨、阳光、钢轨陪伴他。

调车是一个苦脏累的工种，每天在站场上来回穿

梭，伫立机车头上，貌似风光，实则险象环生。曾几何

时，邵敏夫这个从部队退伍的汉子抱着得过且过的心

态，一天到晚琢磨“跳槽”。不过，他很快坐不住了，眼

瞅着一块儿参加工作的同事纷纷提职，而自己还在连

接员的岗位上“混日子”，这脸挂不住了。醍醐灌顶的

邵敏夫从此苦练业务，一举夺得了中国铁路南昌局集

团公司连接员技能竞赛第二名，成为令人刮目相看的

“黑马”。担任调车长后，他再接再厉，摘取了集团公

司调车长项目的“金牌”。

南昌局集团公司是个客运大局，2024 年春运日均

客流动辄破百万人次大关。南昌站调车的密度可想

而知，一句话，邵敏夫和同事们仿佛织布机上的梭子，

在车流中穿梭，在风雨中穿梭，在时光中穿梭。忙碌

的站场就是邵敏夫的战场，他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愈是春运关键时期，邵敏夫的手心里愈是捏着一

把汗。

他说：我有“三怕”，最怕调车进入站台时，遇到相

邻站台旅客乘降。前几天，K8732次实施调车作业时，

对面站台上有大量旅客下车，一名中年男子背着大件

行李靠近调机这边的白色安全线，邵敏夫赶紧拼命吹

口笛，站台客运员也一边吹着口笛一边奔过来，及时

将旅客拽回到安全地带。

邵敏夫的“第二怕”，是怕雨雪天。今年春运期

间，低温雨雪频频袭扰南昌。这种恶劣天气严重影响

瞭望视线，寒风和雨雪灌进脖颈，邵敏夫全身冰冷，手

套湿透，手脚麻木僵硬。他别无选择，一手牢牢抓着

调机，一手握着对讲机，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

鲜为人知的是，调车人员的口袋里都揣着一把老

虎钳，为的就是对付邵敏夫所说的“第三怕”：车辆钩

销解不开。邵敏夫刚刚从事调车这行当的那年春运，

便遭遇到了糟心事，费了老大的劲，却迟迟未能拆开

销子。对讲机里传来调车区长严厉的声音：“怎么回

事？再磨唧，就影响列车作业了，赶紧解决！”大寒的

天，邵敏夫却急出了一头汗，所幸问题终于得以解决。

直面现实，不回避问题，邵敏夫针对这“三怕”开

始攻关。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邵敏夫调车作业法”如

今正在南昌火车站全体党员中推广。

调机即将进入站台。清脆的口笛声一遍遍响起，

那是邵敏夫在除夕夜向旅客们送上的特殊祝福。

“蜘蛛侠”为鸟搬家

2 月 10 日深夜。一辆黄色轨道车闪烁着大灯，等

候在线路上。南昌高铁基础设施段进贤南综合维修

工区的 10 名“90 后”小伙子提着防护用品、验电器，扛

着接地线，背着高空包，有序登车。此行任务，他们要

奔赴沪昆高铁进贤南至抚州东区间进行“天窗修”，对

设备进行检修，最重要的是对两个鸟窝进行处理。

带队的是副工长姜璐超。从 2019 年至今，他已经

有 5个除夕是在岗位上度过。

风擦着车窗玻璃掠过。乡野里万籁俱寂，偶尔闪

着三两点灯火。高铁接触网工被人们形象地称为“蜘

蛛侠”，披星戴月登高作业是他们的日常。由于职业

要求，现员 20 人的进贤南综合维修工区，春节期间大

伙基本留守在岗位。

进入作业区段后，职工以两人一组陆续下车，按

照检修方案开始认真作业。有的人负责接挂地线，有

的人负责接触网参数测量。姜璐超带着 25 岁的李国

栋直奔第一个鸟窝。此时，作业区段已经被封锁，办

理了停电手续。

接触网是高铁动车运行的供电“命脉”，而数以千

万计的接触网支柱似乎也成为鸟儿们选择筑巢的黄

金点。根据姜璐超的经验，鸟儿筑窝的速度很快，几

乎一天便可以成形。鸟窝一旦大了，将危及高铁动车

安全，必须及时搬走。2 月份是鸟窝的增长期，随着天

气回暖，鸟儿们加快在接触网支柱筑巢的频率，很容

易造成接触网跳闸。2 月 9 日，工区通过对动车车头

视频实时监控分析，发现有两个鸟窝处于这一带。

李国栋穿戴好安全带、脚扣，开始慢慢攀爬接触

网支柱。鸟窝的位置离地面大约有 7米。姜璐超仰起

头，目不转睛地看着李国栋的背影，安全帽上的头灯

射向幽暗的空中。

“工长，鸟窝还没有成形，窝里没有鸟。”李国栋低

下头，喊道。

姜璐超连忙应答道：“那更好，赶紧处理，马上要

进入雷雨季，那时处理就迟了。”

李国栋小心翼翼地取下鸟窝，装入高空包，然后

将一个超声波驱鸟器安装在支柱上。

待李国栋平安着地，姜璐超便带着工友张有宣前

往处理另一个鸟窝。这种看似简单的活儿，他们有时

一口气要处理八九起。

恶劣天气对铁路的影响颇大，春运期间更是容易

造成旅客列车大面积晚点。跟接触网打交道多年，姜

璐超深知恶劣天气的“杀伤力”有多么恐怖。他忘不

了 2022年正月初七处理故障的情景。

那天，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能见度极差。工区偏

偏在这时候接到通知：接触网跳闸。故障就是命令，

姜璐超二话没说，带着几名工友乘汽车赶赴现场，对

那一带的栅栏外设备设施进行巡视。从公路到故障

点得靠步行，他们穿过农田、灌木林，在泥巴路上深一

脚浅一脚地行进。

每到一处设备点，姜璐超便拿出望远镜仔细观

察。冷雨打得脸颊生疼，滑落到脖颈里，如同置身冰

窟窿之中。

一处，又一处，他们在两公里范围内寻觅着故障

点。终于，姜璐超捕捉到了一座接触网支柱上的瓷瓶

上有黑点，一定是因遭到雷击而被烧伤。显然，这是

故障的源头。

回到工区，一身泥泞一身湿漉漉的姜璐超冲进办

公室，抓起电话向上级报告情况，申请当天晚上实施

“故障修”。

那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冷雨无休无止地泼向大

地，让进贤南综合维修工区的小伙子们永生难忘。

春节不能回家陪伴家人的姜璐超，只能以手机视

频解“相思”之苦。妻子在南昌一所小学任教，平日一

边工作，一边得操劳家里的大小事情。3 岁的女儿问

得最多的一句是：“爸爸，什么时候带我去游乐场呀？”

姜璐超无言以对。这位年轻的班组“领头雁”收

拾好情绪，把精力投入学习和工作之中。去年，姜璐

超被聘为工人技师，并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工区

也成为单位标准化班组的标杆。

2 月 14 日，阳光灿烂，进贤南综合维修工区的年

轻人精神抖擞地在练兵场列队。点完名，姜璐超宣布

了当天的练兵项目。他说：练兵千日，才能用兵一时，

伙伴们加油！

春风里，一列高铁动车呼啸而过。

线路“啄木鸟”斗雨雪

春运列车开行密度过大，给负责线路病害整治的

工务人带来不小的苦恼。

越怕啥越来啥。春节前，南昌站南端 82、84 等多

组道岔一带的几何尺寸超限，危及行车安全，急需进

行捣固作业。南昌工务段南一工区的工长李小彬请

求利用列车运行间隙，临时给一个小时的作业点，根

除此安全隐患。

2 月 7 日 3 时，李小彬和工友们穿着雨衣、戴着头

灯、携带着工具前往现场实施故障修。车间技术员雷

晓龙特意赶过来把关。

昏黄的灯光下，雨点裹挟雪粒袭击着站场，钢轨

泛着寒光。抵达目的地后，班长姚建平毫不犹豫地弯

下腰，趴在钢轨面上看道，职工孙晖负责起道，陈炜、

付毅、胡祖衡等人则抓紧时间进行捣固作业。寂静的

站场上，回荡着工具与钢铁碰撞的声音。此刻的他

们，多么酷肖一群线路“啄木鸟”。

雨水与汗水交织在一起，路灯与头灯的光线交织

在一起，人影与钢轨、道床不断构成各种几何图形。

李小彬一边在作业点之间来回奔忙、协调，一边

感慨万千，就在十多天前的大雪之夜，他和这些弟兄

们也是在这一片区排除道岔故障，扫雪打冰，忙乎了

整整一天一夜。

负 责 南 昌 客 整 所 线 路 维 修 的 班 长 杜 坤 也 没 闲

着。天一亮，他便穿上雨鞋雨衣，带着人马上道检查

设备。铁路线两边的房子垂挂着冰凌，枕木上结着

冰。杜坤不断提醒大伙：“慢慢来，别跌跤了。”

列车经年累月的碾压，对轨距的影响极大，改正轨

距是工务人的日常功课。杜坤拿着轨距尺逐段测量。

很快，他发现 205号道岔中的接头轨距偏大 6毫米。职

工王刚、刘功超赶紧跟过来，挥动扳手松扣件、调轨距、

紧螺丝，配合得十分默契。

跟线路打交道久了，杜坤对南昌客整所里的道岔

产生了一种道不明的感情。他甚至觉得，这 33组道岔

就像一个表演团队的乐器，在运转之间，与列车合奏

着磅礴的天地之曲。

杜坤的家离工作地点不过 3公里，可除夕那天，当

耄耋父母特意过来吃团圆饭时，他无奈地在手机视频

里道歉 ：“从今天到正月初三 ，我必须坚守 ，回不了

家。”老母亲不放心，问道：“大过年的，那你吃啥？”杜

坤敷衍道：“老妈别担心，丰盛着呢。”其实，他和另一

名值守的工友商量好了，自己动手炒两个菜，再煮一

碗水饺，就是他们的年夜饭。

与杜坤一样，李小彬习惯了在线路上度过春节。

他最害怕 6岁的女儿来电话，孩子总是喜欢说：“爸爸，

怎么还不回家？我好想吃你烧的菜。”

春运期间，雷晓龙蹲守在南一工区，与大伙同吃

同住同劳动。他的任务是盯控作业质量，找准“病害”

位置，与兄弟单位协调关系，卡控劳动安全关。工余

时间，雷晓龙喜欢用手机简单地记录一线职工奋战在

春运一线的情景。他写道：那个雨雪天，李小彬一直

坚守在岗位，两个晚上一个白天，连续组织扫雪打冰、

排除故障，休息不足 3小时。

有人也关心道：“小雷，你好多天没回家了。”

雷晓龙哈哈笑道：“没事，回家也是孤家寡人，我

家那口子一直在跑车。”说着，他情不自禁地看向站

台，眼睛不知不觉地湿润了。风雪无情，也不知道身

为动车组列车长的妻子董鑫琼是否安好？

又一趟列车驶出南昌站，发出铿锵之音。风雪之

后，花儿盛开的时候就会来临。

送走夕晖，迎来朝阳

每一次星夜值守

是你，用“火焰蓝”的纯净之色

守护着无限的忠诚，百姓的希冀，生命的热望

守护着家园平安，山河无恙

险情来袭

每一次警笛响起

是你，闻警而动，有警必出

救民于水火，助民于危难，给人民力量

在化险为夷、雪中送炭里重置静好时光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四季轮回，寒来暑往

是你，迈着坚定向前的步伐

奋不顾身地奔跑在赴汤蹈火的路上

那路旁盛开的平安之花

渲染了春的绚丽与烂漫

总是在最紧要的时刻

出现在百姓身旁

总是在最危急的关头

奋战在最需要的地方

是你，是你们

把“火焰蓝”无往不胜的基因

镌刻进燃烧的血脉，炽热的内心

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召之即来战之必胜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激荡的雄心，坚守的信仰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祖国的召唤，人民的期盼

剑锋所指，是你们的心之所向

大爱奉献，是你们的生命荣光

你们，守护大地的安宁，幸福的家园

你们，平凡而伟大，坚韧而果敢

你们，与光同行，可亲可敬

你们，让梦想成帆

让每一个愿景

都生长成美好的模样

守
护
者
之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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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活 于 尘 世 间 ，常 常 会 希 望 能 做 一 只 鸟 。

我最羡慕的是乡野中一些与我们生活际遇颇多

交集的鸟儿。

这些鸟儿，其貌不扬，我们且称它们为“凡

鸟”，一如平凡的你我，毫不招摇地居于鸟国里，

像沉默的碑塑，陪伴时光兀自鸣唱。

但逢周末，我必携妻儿到乡下闲住一两日，

与年迈的双亲共享陪伴的温暖。清晨，我总会

被婉转的“清唱”唤醒，只听见一声短促的破音，

打 破 黎 明 前 的 黑 暗 ，此 后 便 如 大 珠 小 珠 落 玉

盘。这时，我便屏气凝神，尽情地欣赏着这些早

起的乌鸦们在乡村“维也纳”黑色大厅的表演。

我委实没有料到，乌鸦们竟能如此精通音律。

旧时的乡间，散落着许多庙社，每一座庙社

边上，几乎都傍着一棵或是数棵枝虬叶茂的樟

树。这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树，岁月浸入了

树的骨肉，像久经世故的老人，从容、慈祥，却仍

然蓊蓊郁郁，好不壮观。然而更壮观的，是那在

黑夜里栖息于樟树枝头的乌鸦。落日时分，倦

鸟归林，那一群拥挤着的身躯，于树丫间自在腾

挪，跳跳跃跃，无拘无束，像极了开一场热烈的

讨论会。村里的老人讲，它们是在分享一天劳

作的心得，尽说些哪儿的虫子更肥美的逸趣奇

闻。抑或是与人世间的婆娘一样，在家长里短

里说自己的崽女，讨论哪个争气哪个不争气云

云。

在古籍里，对乌鸦为数不多的溢美之辞乃

是来自它那反哺的孝行。据说，乌鸦在垂垂老

矣之时，它们的后代不离不弃，日夜服侍、嘘寒

问暖，其情何切！放诸人世间，倘若我们都能够

做到“乌鸦反哺，羔羊跪乳”，那该多美好！

春天，风和日丽。看着燕子归来是一件极

美的事。

在乡间，燕子是春日里最好的装饰，宛若流

动的充满灵性的风景。儿时，看着它们登堂入

室，就像家里迎候了一位同龄的分别许久的姑

舅表兄弟，让人倍觉兴奋而又亲近。

往年春耕，父亲都要扶犁掌耙，在田畴间飞

奔。我常常忆起这样的场景：牛铃儿的脆响在

空气中荡漾，和着泥土的芳香四处飘散；牛鞭挥

过，虽然屡屡造成误伤，燕子们仍低低地盘旋在

父亲的周围，衔泥筑巢，捉蚓育儿。燕声啁啾，

惠风和畅，紫云英扎堆儿开放，如此醉人不已的

光景，永远是我童年的好梦。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

话，道尽了人世间的沧桑变幻。然而，燕子带给

我的印象，是平等的象征：它并不挑剔，也远无

世人的市侩和势利，只要益于建造巢穴，便安心

定居。所以，在古人的镜像里，燕子被当作吟咏

的常客，“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年去年来来去忙，春寒烟暝渡潇湘。低飞绿岸

和梅雨，乱入红楼拣杏梁”，寥寥数语，便写尽燕

子风流。

春夏之交，乡间漫野皆绿，正是农事忙碌之

际。许是怕世间的人类偷懒罢，杜鹃扯开了喉

咙，叫着“布谷、布谷”，声声催得急，全然不顾自

己就是一个疏于营巢的懒鸟。母亲告诉我，这

杜 鹃 即 是 布 谷 鸟 ，会 在 春 耕 之 时 提 醒 农 人 稼

穑。儿时，我曾跟随父母姐妹耘田插秧，农事艰

辛自不必说。可是，当我听到旷宇间杜鹃那悠

长绵远的鸣叫，心中竟有异样的感觉，手脚倒也

更快了些。

这仅是我童年中关于杜鹃的认知，显然并

不确切。我对杜鹃的敬重，始于我弱冠之后在

教材中读到它的一则典故。据说，古代蜀地有

一位名叫杜宇的国君，人称望帝。在位期间，其

教民务农，深得人心。后来他禅位退隐，不幸国

亡身死，魂化杜鹃，暮春啼叫，以至口中流血，其

声哀怨凄悲，动人心腑，引来众多骚人墨客吟咏

不息，由是“杜宇啼血”流传千古。只是，在这个

典故中，杜鹃的叫声已从“布谷，布谷”变为“民

贵呀，民贵呀”，似是劝诫后世君王当爱民如子。

在鸟国里，乌鸦和杜鹃都经历过人类的非

议，与弱势的麻雀相比不值一提。一段时期，麻

雀曾与老鼠、苍蝇、蚊子一起，成为人们竞相残

杀 的 对 象 。 人 们 荼 毒 麻 雀 的 理 由 似 乎 冠 冕 堂

皇，因为它是糟蹋粮食的罪魁。

事实证明，麻雀偷吃的粮食并不比我们人

类 浪 费 的 多 。 麻 雀 背 负 了 黑 锅 ，只 能 默 默 担

当。要等它洗白冤情，恰是人类自悔之时。许

多年前，川蜀一带蝗虫肆虐，曾火速征集 2 万只

麻雀以制虫害，却未能如愿，这确乎是自然的报

复。

现今，在城市，在乡村，间或有些许的麻雀

停驻，悠然觅食，自在啁啾。

凡鸟咏叹调
□□ 刘启红刘启红

纪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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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文斌彭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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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题图左：邵敏夫为车底接通制动软管，确保列车

运行安全。

中：南昌工务段职工对客车技术作业站线路进行

捣固作业，图片由祝路平摄。

右：姜璐超和工友在维修接触网。

（除署名外，图片由采访对象所在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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