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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下 20 摄氏度的寒冷天气，郭增磊

已经在七八米高的铁路接触网斜腕臂上站

了 20 多分钟，他全神贯注地对接触网腕

臂上的螺栓进行紧固检查，全然顾不上冻

红的脸颊和冻僵的手指。

郭增磊是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沈阳铁路局”）锦州供电段彰

武供电车间的一名接触网工长，做好接触

网设备的巡检维护、故障抢修，是郭增磊

的首要职责。接触网是铁路电气化工程的

主构架，源源不断向电力机车输送电能。

每年，郭增磊都要爬上爬下几千次，处理

接触网腕臂支撑螺栓松动、隔离开关螺母

力矩不足等各类问题。

进入冬季，东北地区气温降低，时

有风雪，接触网覆冰和冻胀问题易发，

稍有疏忽，就会引发弓网故障造成停

电。特别是春运以来，出行人数增多、

列车加开、车流加密，对于保障供电安

全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郭增磊带领职

工始终坚守在第一线，清冰除雪，及时

观察汇报天气及接触网覆冰情况，为抢

修做好准备，筑牢守护列车安全运行的

坚实防线。

逐梦铁轨，磨练“飞檐走
壁”真功夫

郭增磊从小就有个“铁路梦”。“我是

在农村长大的，我们村后面山包上能看见

火车。小时候，我和一群小伙伴经常能看

到火车‘轰隆隆’开过去，可气派了。那

时就想着，长大以后要是能开上火车该多

好。”郭增磊回忆道。

2013 年大学毕业后，郭增磊入职锦

州供电段，成为一名接触网工。虽然没有

开上火车，但也如愿加入了铁路大家庭。

因在学校时成绩优异，刚开始，年轻气盛

的郭增磊觉得接触网工的工作是“小菜一

碟”，自己肯定轻松“拿下”。可现实却给

他泼了冷水，现场设备比书本上复杂得

多。郭增磊车间管内的支柱是 12.2米的钢

筋混凝土支柱，共计 16 个孔，第一次上

杆作业，他每登一步都非常艰难。郭增磊

至今还记得，当时他扎好腰带走到支柱

前，双手把着支柱边缘一步一步向上攀

爬，心里发慌，手心出汗，双手双腿抖得

像筛子一样。师傅在下面大声叮嘱着

“手把牢靠、脚踏稳准”，郭增磊战战兢

兢地继续攀爬，当爬到支柱顶，需要将

安全带系在支柱上时，又遇到了腰带不

受力、脚无法踩在相应孔内的问题。经

过一遍一遍地反复操作，郭增磊终于有

惊无险地完成了第一次作业。这次经历

让他清醒地认识到，这份工作实操起来

并没有那么容易。

为了攻克工作中的难题，郭增磊给自

己制订了严格的训练计划。他把书本上的

电路图当作宝贝，对照着电路图反复拆

解、组装设备。那些零部件的位置、特

性，他都牢牢地记在心里。同时，演练场

成了他的“战场”，他每天都在那里反复

练习爬杆和检修，不知道重复了多少次，

终于手脚不再发抖，从高空往下看时，自

己也能保持镇定了。

后来，每次有作业任务，郭增磊总

是冲在前面。老师傅传授的每一个小窍

门、每一点注意事项，他都认真聆听、

用心琢磨。顺利取得单独作业资格后，

他又开始苦练作业速度。功夫不负有心

人，郭增磊练出了一身“飞檐走壁”的

真功夫，作业效率大幅提升，精准度也

越来越高。

扎根现场，练就“火眼金睛”硬本领

2014年 7月，大虎山站至双辽站间的

大郑线进行全面电气化改造。郭增磊主动

请缨，从第一处基坑开挖、第一根支柱组

立，到设备精调试验，直至开通运营全程

参与。

改造施工期间，他平均每天要攀爬

15 根支柱，对腕臂上的所有螺栓进行检

查和紧固，工作强度之大、要求之高，是

郭增磊从未体验过的。郭增磊深知，现场

就是最好的课堂，能参与这样的改造施

工，对自己来说是挑战，更是锻炼的好机

会。连续几个月的高温作业，让郭增磊皮

肤黑了一个度，整个人也瘦了一圈，但他

却十分兴奋，说自己摸清了大郑线全线的

设备型号和标准，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

践经验。

为了使自己更好地掌握全线设备的情

况，施工期间，郭增磊每天随身携带车间

管内设备的平面图纸，对照现场设备仔细

核对。“我们每天顶着大太阳从早走到

晚，能走好几万步。这活儿看着简单，但

要特别仔细用心，得对照图纸一处一处查

看、一点一点地测量。”郭增磊回忆道。

在彰武站至泡子站区间徒步核图时，郭增

磊发现饶阳河桥上的中心锚结与图纸不

符。“一旦现场设备与图纸不符，不但会

导致无法准确定位设备，还会引发更大的

问题。”郭增磊立即上报了这一问题，主

动联系施工单位，查找原因，并跟踪整

改，直至问题得到解决，消除了威胁设备

安全的隐患。

自此之后，郭增磊练就了一副“火眼

金睛”，每一个设备、每一样零部件都像

他的“老朋友”，随便拿出一个，他都能

准确说出型号、安装方法以及检修标

准 。 工 友 们 开 玩 笑 说 他 的 眼 睛 就 是

“尺”，遇到不熟悉、不了解的设备，大

家第一反应就是让郭增磊拿出“尺子”

量一量。有他在，总是能更好、更快地

处理解决。

日常的积累与实践的锤炼，让郭增

磊的业务水平不断提升。2016 年，彰武

供电车间组建新工区，当时 24岁的郭增

磊脱颖而出，被任命为接触网二工区的

工长。

薪火相传，培育供电尖兵新力量

当上工长后，郭增磊发现，他的工作

重点逐渐转变了。以前他专注自身，努力

当一名优秀的“单兵”，如今还要当好带

头人，会“带兵”、会“练兵”。

彰武供电车间接触网二工区有 26 人，

其中 23人是 90后。在工作中，郭增磊发现

大家的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学习劲头也有高

有低。由此，郭增磊便充当起了“老师”的

角色，为每名职工“量体裁衣”。他根据日

常工作表现，结合每名职工的技术薄弱点布

置专属训练任务，进行“加码”培训。对于

性格内向、不善表达、基础薄弱的职工，他

私下“开小灶”，带着大家不断巩固操作，

直到技术过关为止。

不久，郭增磊的坚持初显成效，职工们

更熟悉设备，业务能力提升，现场作业愈发

自信娴熟，工区充满朝气。

走进接触网二工区，映入眼帘的是一块

双面小黑板，一面写着工作计划与作业重

点，另一面画着电路图，还有设备典型问题

及解决方法的记录，这就是郭增磊搭建的

“草根讲堂”。

为了能让职工自发自主地学习，郭增磊

利用“草根课堂”的方式，鼓励大家将工作

时的“小妙招”、遇到的典型问题、总结的

经验方法等共同分享交流。“草根课堂”推

出后，深受职工好评。互相交流探讨的学习

方式更加直观，也更便于理解，学习的同时

还锻炼了表达能力。“许多职工从最初上台

时的扭扭捏捏、不敢发言，逐渐变得自信大

方、主动分享，班组内取长补短的学习氛围

愈发浓厚，整体实战能力也在不断提升。”

郭增磊说。

如今，郭增磊这位优秀的“单兵”带出

了一支优秀的队伍。包括他在内的多名职工

在沈阳铁路局供电系统冬季接触网专业应急

处置对抗赛、锦州供电段冬季班组应急对抗

赛等竞赛中取得名次。郭增磊也凭借精湛的

技术和工作上的优异表现，获得了“尼红式

青年标兵”“先进生产者”“优秀兼职教师”

“新时代·沈铁榜样”等荣誉称号。这个年轻

的工区，焕发出勃勃生机与活力，连续几年

被评为“先进班组”。

在郭增磊看来，从事供电工作就像走钢

丝，每一步都很重要，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大

意。“要时刻绷紧‘安全弦’，不管是‘飞檐

走壁’还是‘火眼金睛’，练好本领的本质

都是为了安全服务。这样‘中国速度’才能

跑得更快、行得更稳。”

春运一线，“蜘蛛侠”守护接触网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朱浩天
通讯员 李翰祥

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位于赣东北一

隅，群山环绕，县城内部地势低洼，我

国西南地区前往上海的重要通道沪昆线

在此穿城而过。为了方便铁路沿线居民

出行，沪昆铁路玉山段沿线设置大大小

小的涵洞近百处，而在每个涵洞口的排

水槽交会处，都会设置一处沉淀井用于

沉积泥沙和淤积物，构成一套完整的排水

系统。

春运期间，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

公司鹰潭工务段上饶路桥车间玉山路桥养

修工区班长陈遥每周都要和工友们一起，

在沉淀井下脏臭难闻的污水中清淤挖沙，

消除安全隐患，他们笑称自己是 8米深井

下的“井”卫。

沉淀井井盖两边的水泥缝隙里满是枯

萎的青苔和野草，陈遥一手挥刀割草、一

手清理，动作麻利。“这些都得清理干

净，不然要不了多久会长得更旺盛。”

掀开井盖，一股刺鼻的臭味立刻蹿了

出来，隔着口罩也能闻到。陈遥启动一旁的

通风装置，掏出氧气浓度检测仪，仔细观察

浓度值，达到安全值后，才能下井作业。

安全带套在肩上，穿过腋下，然后缠

过后背，穿上连体防水裤，最后再戴上过

滤式防毒面具保障呼吸顺畅，下井准备工

作就算完成了。沉淀井深 8米，直径不到

1米，仅容 1人上下攀爬。陈遥把锁扣紧

紧扣在铁爬梯上，借着井口同事手电筒的

光亮，低头向井底望去。

沉淀井又深又黑，墙壁潮湿斑驳，狭

窄的空间压得人喘不过气。陈遥左脚踩、

右脚探，确保每一步都踩实，慢慢地从

10 节湿滑冰冷的爬梯爬下去。春寒料

峭，沉淀井内部的气温逼近 0摄氏度，下

到井底，从出水口涌入的寒风带起了一阵

阵腥臭味，给他来了一个结实的“下马

威”。双脚刚试探着在井底踩稳，淤积物腐

败产生的一个个黑色气泡就“咕嘟咕嘟”争

抢着蹿上水面，臭味随之扑面而来，尽管戴

着防毒面具，也令人头晕反胃。

为了方便在井中上下攀爬和清理淤积

物，作业人员要尽量穿得很单薄，避免

衣物浸染污水影响作业。陈遥至今记得

第一次下井的时候，他没听师傅黄学顺

的劝告，穿着一件厚实的工作棉袄，上

下爬了两趟，腥臭的污水洇满了衣服。忍

受着胃里“翻江倒海”的感觉，站在污水

中，用手掏了几下，整个袖子就全被脏水

浸湿了，他“逃命”似的爬回出井口。

“污水的腥臭味，‘附’在身上，特别难

受，那天洗了好几次澡，但总感觉身上还

是有味道。”

井底的泥沙长期在水流的作用下沉积

挤压在一起，质地紧密。借着手电筒的光

亮，他先是观察淤积物的数量，在确定开

口位置后，陈遥握紧铁铲开始了清理。他

将腰间别着的手电筒挂在铁爬梯上，对准

下铲位置，再将铲面向内，沿着井壁下

铲。“咔嚓、咔嚓……”铁铲和井壁碰撞

的声音在逼仄的空间里回响。

在 8米深的井下，声音都“困”在陈

遥的防毒面具里，和井外的同事沟通只能

通过手势。如果需要放桶下井，陈遥就对

着井外的同事举左手，如果需要收桶拉

绳，就举右手，在井下待满半个小时需要

换人时，则是挥动双手……时间长了，他

们之间便有了一套默契的“手语”。

“手感”，是每一个“井”卫挂在嘴边

最多的词。大部分污水进水口都“藏”在

水下，积水一多，就无法通过肉眼判断水

下的淤积物情况，只能“以手代眼”，因

此“手感”成了关键。为了练好“手上功

夫”，陈遥经常趁着工作间隙脱下手套在

浑浊的积水里用手指按压感受物体形状，

再拿出水确认物体，积累脑中的“淤积物图

鉴”，直到练得手指起皮泡肿，才肯作罢。

收集淤积物的桶在井中重复上下了三

四趟，沉淀井底部淤积物清理干净后，陈

遥这才开始收拾工具向上攀爬。

从沉淀井井底爬上来的陈遥浑身湿漉

漉的，摘下溅满污水的防毒面具，“贪婪”地

呼吸着井外的新鲜空气。师傅黄学顺连忙

帮他换上提前准备好的厚衣服，端上姜茶。

“小陈，今天辛苦了，清出来的沙子

足足有 3 立方米。”一旁的黄学顺告诉陈

遥，“堆起来都有你人高了！”

常年“面朝污水背朝天”，在幽深黢

黑的沉淀井下与淤泥污水作伴，让陈遥在

工作之外对探索广阔的天地有了更大的兴

趣。在沉淀井到工区的“两点一线”之外，

生活中的他最喜欢爬山，比起在井下抬头仰

望不足一平方米的天空，他更享受登高远眺

的“一览众山小”。下班后，脱下满是污渍

的工作服，陈遥就换上白色的卫衣和运动

鞋，带上相机去附近拍摄大自然和玉山古城

的美丽风光。目前，他的自媒体账号上已经

有 6 万多名粉丝，“晒”的都是工作之余爬

山、自驾拍到的山明水秀和红墙绿瓦。陈遥

认为，尽管工作稍显枯燥，但生活仍然是多

姿多彩的。

沉淀井所在的涵洞是附近地势最低的地

方，也是周边居民进出的必经之路，经过这

里的人流、车流密集。一旦涵洞出现大面积

积水，周边居民区的住户就需要绕行至距涵

洞十几公里外的通道，大大增加出行时间和

安全风险。

在陈遥看来，沉淀井多清理一分，涵洞

通行就多一分保障。他总

说，自己是安全的守护

者，也是安全的见证人，

“虽然看不见我们在井底

清淤，但成为守护他们出

行安全的‘幕后英雄’也

很有成就感。”

清淤“井”卫：以手为眼守护出行安全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朱浩天
见习记者 杨宇鑫
通讯员 车百莉 韩文涛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西安铁路局”）安康供电段小河镇供

电工区位于秦巴腹地，今陕西省安康市旬

阳市北部，这里山川秀丽、矿产丰富、四

季分明。有一群 90 后新生力量选择在这

里“安营扎寨”，这里既有奋斗的蓝图，又

有生活的画卷。

2 月 5 日，正值农历新年正月初八，许

多人还沉浸在浓浓的年味儿中，小河镇供

电工区内却是一片忙碌的景象。上午 10时
40 分，轨道作业车司机汪可豪大声喊道：

“车站通知转线，大家准备上车！”一群装

备整齐、精神抖擞的年轻人迅速集结，前

往西康铁路上行线小河镇至大岭铺区间的

新马家坪隧道，开始上午的检修工作。

这群年轻人中，大部分是近几年入职

的大学生，其中，有 3 对特别的小夫妻，

他们平均年龄不到 29 岁，有接触网工、

有轨道作业车司机，有班组技术岗的设备

质量技术员、负责班组绩效考核的考勤

员，还有负责班组工器具材料管理的材料

员……他们共同承担着西康铁路从大岭铺

站到镇安站间 85.47公里铁路供电设备的

维修检修任务。

作为连接秦岭南北、联通成渝等西南

地区的重要运输通道，西康铁路在保障旅

客出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年春运返

程期间，西安铁路局增开了多趟旅客列

车。这群年轻人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对设备

进行检查和维护，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

况，确保铁路运输的安全稳定。

党江滨与张叶子是其中一对小夫妻。

党江滨要在高空作业平台上全面检查设备

状态、处理设备问题、更换标识牌。张叶

子负责监护接地线的工作，确保现场安

全。“一会儿上高空，戴好安全装备，注

意安全。”“放心，你下车时提前打开手

电，注意脚下道砟……”在轨道作业车

上，两人相互叮嘱着。2017 年两人同时

入职铁路系统，在同一个工区，经过一年

多的相处，两人互生情愫，走在了一起，

工作中两人互帮互助、相互鼓励、共同进

步。2024 年党江滨取得了接触网工技师

资格证书，成为班组的业务骨干，张叶子

也凭借优秀的表现，获得“优秀共青团

员”称号。

11时 10 分，驻站联络员宋雨琪从车

站运转室传来停电作业的命令，汪可豪

此时正驾驶着轨道作业车缓缓驶向新马

家坪隧道。1997 年出生的汪可豪和宋雨

琪，是 3 对小夫妻里年龄最小的一对。

两人是同学，2018 年毕业后一起被分配

到小河镇供电工区，后来又先后入党。

经过不懈努力，汪可豪成功考取接触网

轨道作业车司机资格证书，宋雨琪则取

得接触网工高级工资格证书、驻站联络

员资质，两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

作、发光发热。汪可豪驾驶作业车送作

业组人员到达指定地点，并配合同事进

行设备检修；宋雨琪则在车站负责登

记、申请停电命令、传递作业信息等。

作业车进入隧道后，汪可豪将两组现

场防护和接地线人员送到指定位置，随后

驶向作业地点等待下一步指令。“张叶

子，停电命令已下达，开始验电！”“收

到！”“接触网验电无电，可以接地线。”

17 号吊柱下方，张叶子腰间挎着手电，

左手拿着防护灯，右手握着对讲机，靠

着手电的光亮，监护同事进行接地线作

业。“17 号吊柱处的地线已接好，现场

防护已设好。”张叶子监护完地线装设

后，又来到距离地线 50米外的 15号吊柱

下进行防护。

此时，在作业的另一端，现场防护员

许婷婷也完成了防护工作。许婷婷和接触

网工张雪涛，是工区年轻人里结婚最早的

一 对 “ 老 ” 夫 妻 ， 两 人 2014 年 相 识 ，

2017 年步入婚姻的殿堂，在工区工作时

间最长，平日里感情很好。张雪涛是工区

的业务骨干，经常会承担一些高空作业，

许婷婷则主要担任现场防护工作。两人相

互扶持、并肩作战。工作之余，他们还有

各自的业余爱好，许婷婷喜欢舞蹈，张雪

涛喜欢跑步，两人先后参加了西安铁路局

举办的健排舞比赛和越野比赛，取得了优

异成绩。

11 时 30 分，“开工！”工作负责人相

少锋下达作业命令，正式开启检修作业。

轨道作业车上，党江滨、张雪涛、相少锋

等人迅速爬上 6米高的作业平台，复查处

理前期发现的一处补偿绳断股缺陷。为此，

他们在作业前提前准备了补偿绳、滑轮以及

梯子等工器具，更换补偿绳后，便全身心投

入到 18号至 37号吊柱间的接触网设备全面

检查、更换号码牌等工作。

轨道作业车工作平台空间不大，最多允

许 4个人同时作业，升起来有 6米多高，作

业人员还要经常攀爬到支柱或腕臂上，一上

一下、一左一右，默契配合，一次作业一干

就是一两个小时，作业结束时常常是满身的

油污和汗水，即使在寒冷的冬季也时常打湿

贴身衣衫。

12 时 40 分，对讲机里传来宋雨琪的

呼叫：“相少锋，我是宋雨琪，距离停电

结 束 时 间 还 有 30 分 钟 。” 听 到 提 示 后 ，

所有组员纷纷加快手中的动作，确保提

前 15 分钟结束作业，为作业车返回预留

更多时间。

13 时 10 分，汪可豪驾驶车辆载着作业

人员安全返回到工区，一天的外出作业顺利

结束。此次作业，共完成标识牌更换 12
个、接触网设备检查 800米、处理设备缺陷

1处。

这样的场景周一至周四每天都要出现一

次，对于这 3对小夫妻，是再熟悉不过的日

常。扎根在铁路沿线小站的他们，只是成千

上万对铁路夫妻中的一个缩影，在责任与爱

情交织的道路上，默默守护着千千万万的旅

客安全出行。

春运小站：三对90后夫妻的别样守护

郭增磊正在更换接触网腕臂支撑。 通讯员 刑 石/摄

陈遥完成清淤作业，正在从沉淀井底部攀爬上来。

通讯员 项 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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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张叶子（左）与党江滨2025年春节值班合影。

中图：宋雨琪（左）与汪可豪2025年春节值班合影。

下图：许婷婷（左）与张雪涛和孩子在工区过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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