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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速度 不变的期待
———三代列车长眼中的 30年春运

� � � �春运、归家是每年春节不变的主题，但从绿皮车到复兴号，承载
亿万归家梦想的列车正在不断更新换代。 出行的便捷、回家的速度以
及服务水平的提升，让不变的归家梦里，渐渐少了“负重前行”的疲惫
脸，多了“轻车简从”的潇洒客。

■ 从绿皮车到复兴号：从 100多小时到 18小时
� � � � 慢悠悠 、乌泱泱 、闹哄哄……提起绿
皮车，这恐怕是很多人关于春运挥之不去
的记忆。

2020 年春运 ， 是老列车长周青的第
36 个春运 ， 也是她退休前的最后一个春
运。 30 多年来，周青感受着中国铁路从绿
皮车到复兴号的进步，乘客们归家梦实现
的不断提速。

2004 年，周青作为列车长值乘刚开通

的广州到四川内江一线 。 这条全程 2400
多公里的线路，坐着绿皮车跑一个来回要
5 天 4 夜，100 多个小时。

连接劳务输出大省四川和劳务输入大
省广东之间的铁路线，长年人员爆满，日常
客流超员 40%以上。 到了春运， 超员更是
高达 80%， 车厢里乌泱泱都是人。 一节车
厢 20 多米，周青要花半小时才能“挪”完 ，
一趟车巡视下来，衣衫都会被汗湿透。

而今 ，广东到四川的高铁开通以后 ，同样
的距离，来回只需 18 小时。

80 后列车长谢杰说，从绿皮车到高铁 ，国
家的铁路事业快速发展 ，春运中旅客也从 “负
重前行”变为“轻车简从”。

“以前车速慢 ，车上时间长 ，旅客都是大
包小包 ， 要带洗漱用品 、 每日三餐等各种物
件。 而现在高铁舒适快捷，乘客的行李也越来
越少，越来越潇洒。 ”谢杰说。

■ 从管理员到“无干扰服务”
� � � �变化的不仅是车速和旅客， 铁路的服
务也在提升。

周青说， 八十年代的乘务员值乘 ，哨
子、棍子是必备工具，“嗓子不够用时，要用
棍子”。 到了九十年代，列车长是车上的“大
管家”，要负责整理行李、安全宣传、检票验
票等工作。

90 后的列车长李秋玉说， 自己进入铁
路系统工作是在 2008 年，那时候正好赶上
列车工作从管理向服务的转型期。 “以前跟
乘客说话是‘车票’‘拿好’，而现在则是‘文
明十字用语， 请字当头 ’， 要求语气要亲

切。 ”李秋玉说。
从硬件到软件， 铁路服务正在不断完

善和人性化。 谢杰告诉记者，以前一节车厢
就两个充电接口， 现在高铁每个座位底下
都配一个。 不少列车上还有无线网络，旅客
饿了还能扫码点餐。

值乘人员也要练就“十八般武艺”。 李
秋玉一次值乘中曾遇到一个儿童旅行团，
一个小孩因为晕车一直哭，她拿出晕车贴，
哄孩子说是有消除疼痛魔法的魔术贴，还
帮其准备了一碗酸面条， 好转的孩子称李
秋玉为“魔法师姐姐”。

对此，谢杰也深有感触，在谢杰看来，现在
的乘务员得“身兼数职”：应急救援的医护、哄孩
子的保姆、处理纠纷的调解员、开导情绪的心理
医生……

借助先进的信息系统， 谢杰和同事正探索
“无打扰服务”。 现在高铁上先进的交互系统，能
让乘务员通过手机或平板电脑随时查看列车座
位信息，绿灯表示空位，红灯表示已乘坐，而黄灯
则代表下一站上人。 通过交互系统信息和乘务
员“察言观色”，判断如何开展工作，达到“无打扰
服务”———乘客休息、办公或休闲时，不会感觉
到乘务员存在，一旦有需要，乘务员能及时出现。

■ 凑不齐的全家福
“站台式见面”的团聚

� � � � 2020 年春运 ， 广铁集团预计发送旅客近 7000 万人
次 ，比 2012 年春运翻了一倍 。 虽然供需矛盾有所缓解 ，
但部分方向车票依旧“一票难求”。

为了实现乘客归家梦而奔走在一线的列车长们 ，他
们很多人很多年难以跟家人团聚。

周青 30 多年来只跟家人团聚过四五个春节。 “婆婆
一直念叨要拍张全家福 ，但一直都凑不齐人 。 ”周青说 ，
因为我们一家都是铁路人 ，丈夫是乘警 ，公公是铁路司
机，大伯和小姑也是铁路工作者。

笑起来眉眼弯弯的李秋玉工作 13 年来 ， 和家人在
春节就团聚过一次 。 李秋玉说 ，车上遇到形形色色的旅
客，也有不少“每听乡音倍思亲”的时候。

为了见李秋玉 ，哥哥和弟弟学会了 “站台式会面 ”。
一次李秋玉值乘在北京西站短暂停歇 ，知道消息的哥哥
专门买了张站台票去看妹妹。 而弟弟去辽宁大连上大学
时 ，刚好李秋玉值乘的车要经过郑州站 ，特意买了张联
程票，在郑州换乘，只为见姐姐一面。

今年 1 月 3 日， 李秋玉与爱人领了结婚证。 但因为
春运值乘任务，他们决定把婚礼延后。 今年春运，李秋玉
值乘要到大年三十才能完成任务，回到广州。 李秋玉说：
“值乘完后我计划做夜间高铁去江西爱人家 ， 我们共同
迎接新年的第一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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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七虎
心怀感恩 忠贞报国

� � � � 钱七虎 ，男 ，汉族 ，1937 年
10 月生，中共党员，陆军工程大
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钱七虎六十年如一日 ，坚
守爱党、 报国、 强军的赤子情
怀，战斗在祖国的大山深处、戈
壁荒漠、边防海岛等工程一线，
为铸就坚不可摧的地下钢铁长
城默默奉献。 他瞄准科技前沿，
自觉把人生价值融入国家和军
队建设伟大事业， 为我国各个
时期的防护工程建设做出了突
出贡献。

始终心怀感恩、忠贞报国，
把献身党的崇高事业作为永恒
初心。 钱七虎是我国现代防护
工程理论的奠基人、 防护工程
学科的创立者。 他始终将个人
理想与祖国命运紧密联系在一
起，从哈军工求学、赴苏联留学
深造到学成回国工作， 他始终
抱定“爱党信党跟党走，是我一
生中最正确、最坚定的选择”的
信念。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 他投
身现代防护工程理论开创性研
究， 带领团队几乎跑遍了全国
各地著名高校、 研究所和工程
现场， 成功研制出我国首套爆
炸压力模拟器， 建成了国内唯
一的爆炸冲击防灾减灾国家重
点实验室， 解决了核武器和常
规武器工程防护一系列关键技
术难题， 为我国战略工程安全
装上了“金钟罩”。

始终瞄准前沿 ， 把心系家
国天下作为不变情怀。 钱七虎
常说， 哪些事情对国家和人民
有利， 科技工作者的兴趣和爱
好就要向哪里聚焦。 他建立了
我国城市人防工程毁伤理论模
型和分析方法， 制定了我国首
部人防工程防护标准。 他积极
投身长江隧道、南水北调、西气
东输等重大工程建设， 为南海
岛礁、港珠澳大桥、雄安新区等
国家大计提供战略咨询。

始终立德树人 ， 把培养优
秀后继人才作为最大课题。 数
十年来， 他创建了我国防护工
程学科和人才培养体系。 他还
心系下一代， 设立瑾晖慈善基
金， 向贫困失学儿童和孤寡老
人捐助累计 100 余万元 ， 将国
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800 万元奖
金全部捐出， 重点资助西部贫
困学子。

钱七虎被授予国家最高科
学技术奖，荣立一等功 1 次，被
评为全军爱国奉献优秀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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