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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车高速穿行于浩瀚的沙漠之中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2月25日，当你第一次驶入被称作中国“最美五大沙漠”之一

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区的S21阿（勒泰）乌（鲁木齐）高速公路，

就会有一种“车在景中走，人在画中游”的美妙体验。

行驶在如此美丽的“天路”上，很多人可能不会想到，有

一批来自安徽的筑路人是在自然环境极其恶劣、工作条件

极其艰苦的状况下，经过 19个月餐风宿露、战风斗沙的艰

苦奋战，确保了这条穿越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及准噶尔盆地

腹地的“天路”按时通车。

战风斗沙的筑路人
2020年5月1日，当中铁四局七公司S21二期四标项目

经理部的员工第一次走进这片沙漠深处，尽管已经有了一

定的思想准备，还是感到了工作环境的异常艰苦。

活动板房密封性不好，一天大风吹下来，床单、被子盖

上一层沙；通讯信号时有时无，每天晚上收工后，大家就排

队到项目部西边拐角处有一点点信号的地方给家人打电

话；项目部严重缺水，最近的小镇离项目部有 100来公里，

不少人一个月洗不上一次澡……

项目部员工杜志军说，大伙儿每天都在四级以上风力下施

工，作业难度大幅增加，人员工效也只能达到正常条件下的60%。
冬季，戈壁滩的最低气温达到零下 30摄氏度，地上积

雪可达到几十厘米，项目部驻地的水管被冻破，暖气片被冻

裂，发电机打不着火，甚至连外出的道路也会被大雪封锁。

到了夏天，算是迎来了公路施工的黄金季节。然而，太

阳会一整天疯了似地“烤”着戈壁滩，沙地上的平均气温在

40摄氏度以上。如此艰苦，项目部的员工们没有一个人退

缩。扬着黝黑的面孔，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掉，夹杂着

沙尘，看上去有点浑浊；工作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了，留下

一片片白白的盐渍。

交出一份“满分”的答卷
S21阿乌项目线路穿越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及准噶尔盆

地腹地，二期四标项目周边盐渍土分布广泛，吸湿、松胀、溶

蚀及腐蚀是这种土壤的特点。为确保路基施工质量及进度，

按照规范要求，项目部自行总结研究易融盐快速检测方案。

针对非盐渍土天然沙砾填筑路床、路面底基层不固结的难

题，项目试验人员采取掺配不同的材料进行试验，自主研发

配合比，为顺利实现项目质量、进度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解决路基填筑料问题，项目经理邱毅亲自带领试

验人员满戈壁滩找填料做实验，创新性地采用水泥掺拌改

良土路基试验，即采用一定比例的 42.5普通硅酸盐水泥与

砾类土掺拌，两者通过物理、化学反应，形成一种稳定、板结

的改良填料，再经拌合、整平、碾压、成型养护，经检测压实

度、弯沉等均满足设计要求的控制技术指标。

参与试验的技术人员吴斌自豪地告诉笔者：“该项技术

的运用，为沙漠公路路床大面积施工提供了技术支撑，也是

中铁四局在新疆率先采用改良土施工技术。”

在茫茫戈壁滩上，虽然没有“天时地利”，但S21阿乌高

速建设者中铁四局S21二期四标项目部的员工们依靠火热

的劳动激情和集体智慧，顺利保障了这条美丽“天路”的如

期通车。 （本报记者 戴恒曙 通讯员 王辉）

编者按
有这样一群劳动者，他们因为特殊

的工作性质而在黑夜“逆行”，过着和身
边的亲人、朋友有“时差”的生活。漆黑
而寒冷的冬夜里，他们如微光闪耀。那
光源自他们眼里逐梦的光和心里奋斗的
火，汇聚成束，驱散黑暗，流淌暖意。

12月26日，滁州市城郊供电公司腰铺供电所副所长

江勇带着杨涛、姜龙、程旭等几名员工从抢修现场回来已

经是凌晨 1时左右。回到供电所食堂，每人泡了一碗泡

面大口吃了起来，冰凉的身体才恢复了一丝暖意。寒风

透过玻璃窗缝发出阵阵嘶吼，仿佛要吞噬夜幕下的一切。

12月 25日下午 3时左右，正在供电所值班的江勇接

到抢修电话，“珑熙庄园077号环网柜着火了！”江勇立刻

组织抢修人员前往现场，一面协助消防人员组织灭火，一

面组织讨论抢修方案。

据了解，本次事件是由于用电负荷过大引发设备故

障而导致的，造成了珑熙庄园小区部分电梯及路灯失电，

约200余户居民受到影响，由于现场环网柜损坏严重，需

要对环网柜进行整体更换。

江勇在现场不停地打电话协调抢修的物资，安排人

员分工，对现场工作人员进行安全交底，部署现场的安全

措施……等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天已经渐渐黑了，寒风

仗着夜色变得更加肆虐，刀子般划在脸上。

“吊臂下方不要站人！”“杨涛，你到路口看着来往车

辆，注意安全！”江勇在抢修现场始终不敢松懈，一边安排

抢修人员依次开展工作，一边管控着现场的安全措施。第

一时间恢复供电要紧，但是保障现场施工安全更为重要。

20时左右，新的环网柜终于安装成功，但现场工作

人员还需要对环网柜内的设备进行组装，进行连接电缆

头、设备实验等工作。此刻室外温度已经降到零度以下，

寒风从人的脖领和裤脚向身体里钻，带走身体的余温。

在电缆井里制作电缆头的工人，手变得僵硬起来，在给电

缆剥皮的时候每一刀都仿佛划在坚硬的铁块上。

“报告调度，珑熙庄园 077号环网柜更换完毕，设备

实验合格，请求送电。”24时左右，江勇向调度汇报了抢

修工作完毕，申请送电。此刻，他们已经在寒冷中工作了

将近7个小时，现场的每个人就像被冷水浇过一样，手脚

冰凉，没有一丝热乎气。

笔者问他们，在冰冷的夜晚工作到凌晨是什么感

觉。“没想到那么多，一心只想着赶紧将电送上，不能让居

民挨冷受冻，我们只是干好本职工作。”江勇淡淡地说道，

仿佛这一切不值一提。 （何金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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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惧严寒送“光明”

将 IC卡插入监控仪，输入司机号，检查柴油机、走行

部状态，扳动闸把进行制动机试验……12月27日午夜时

分，在中铁上海局集团公司合肥车辆段客技站场上，何浩

轻车熟路地查验机车状态。

今晚何浩值夜班，-5℃的低温，使他身上的棉衣秒

变“单衣”。夜幕下灯火通明的客技站，56条钢轨化成一

条条璀璨的丝线，从远处看，调车机如同“梭子”在丝线上

来回滑动。何浩操纵这台“铁梭”把车体分开，再编成新

列车，并准时推送到合肥站，因此，工友们戏称调车司机

是“穿针引线的铁绣娘”。

“司机明白，6道调车信号好了。”准备工作就绪，27
日零时45分，调车长送来第一个调车计划单。

中铁上海局集团公司合肥车辆段客技站场是华东地

区公司管内最大的客技站，负责管内普通客车车体的检

修，生产任务十分繁重。在旁人看来，作业地点在市区，

开调车机肯定是件轻松活，实际上“调车机上四班，休息

时间少许多”。何浩从入职就学习操纵调车机，至今已

30年了。由于与调车机朝夕相处，日久生情，因此他常

打趣说调车机是他第二个“老伴”。

拉起手柄，柴油机发出轰鸣，机车稳稳启步，何浩专

注地朝前方瞭望。此刻，驾驶室内灯光已关，只有监控仪

显示屏发出柔和的荧光，显示前方信号、机车运行速度、

调车控制速度等数据。数字语音也在同步提示，严密监

控着作业安全。

一年之中，冬季调车作业安全风险最高，而夜间作业

更甚。由于寒冷，人变得反应迟缓，夜间能见度又低，作

业组员之间通过无线电相互联系移动机车、办理甩挂车

底等，若稍有不慎，极易发生事故，影响旅客列车正常运

行。因此，每次上夜班前，何浩不仅按规定候班休息，养

足精神，而且上车时还备一杯浓茶提神，消除后半夜的困

意，时刻保持耳聪目明。

“11道信号调车信号好了！”“司机收到！”

1时 05分，机车进入 11道，平稳连挂，调车组人员

接通风管，试风完毕，防溜撤除，列调中传出调车长编组

场 11道牵出指令，何浩应答后，提起手柄，牵着 14辆车

转线至编组场 10道甩车。同时，他快速在面前的调车

计划单上打钩，这就是他们一直严格遵守的一钩一钩确

认制度。

客技场最忙的时候，何浩一晚要推送 100多钩。以

前，每钩用时5-6分钟，由于安全作业程序和防护措施不

断完善，现在作业更细，每钩用时 8-10分钟，一个班 12
个小时，来回在场站内穿梭100多公里。每次下夜班，何

浩与工友们都累得精疲力尽。随着2022年春运临近，为

保证车体供给，调车作业任务量在逐天增加。

“降温加上风大，玻璃脏得可快了，得好好擦一擦，要

不影响瞭望。”由于夜间室内外温差大，玻璃凝结了水

雾。1时45分，第三批调车计划单全部作业完毕，趁着调

车长接第三批计划单的间隙，何浩趁空把瞭望窗玻璃反

复擦几遍，急忙拿起茶杯喝两口，因为在连贯的作业中丝

毫不能分心，连喝口水都没时间。

何浩不仅熟知行车规章，练就了精湛的机车操纵技

能，并成为机班的指导司机。由于常年累月在站场与星

光共舞，何浩还把自己的夜间工作经验编成顺口溜传给

工友，“瞪大眼，慢动手，不争不抢，尽心尽责，安稳下班。”

6时 50分，曙光初绽，瞧着车窗外成列的车体，忙了

一夜的何浩疲惫的脸上露出轻松的笑容。由于何浩出色

的工作业绩，在近四千名机车司机中脱颖而出，2018年
被评为“中铁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春运排头兵”，并连续

7年被评为中铁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合肥机务段“百佳

司机”。 （姚明亮）

午夜调车迎破晓

“仔细跟车观察，确认在哪一段滑线打火严重，确认

故障点。”

“请尽快协调生产方，确认停电检修时间段。”

“请协力方提前准备检修安全措施、相关备件及工器具。”

……

12月24日22时，马钢和菱实业公司行车三分厂电气点

检员张鹏乘坐在疾行的出租车内，在大脑不停思索的同时，

用手机不断地与单位生产操作人员沟通联系。

半小时前，正在马钢四钢轧热轧1580平整-3#行车上

操作的行车工宋贝琳，视线余光突然感觉滑线有打火现象，

仔细观察发现位于吊笼中的集电器在大车运行过程中有明

显打火现象，随即把该异常现象向当班主操进行了汇报。

接到报修电话赶到的当班主操和协力方电工一起登

车查看，发现接班检查还好的集电器滑块居然有起翘，现

场能够闻到焦糊味。初步判断平整跨滑线存在故障隐

患，于是当班主操立即拨通了责任点检员张鹏的手机，安

排3#行车尽量以低速让车确保该跨其余3台行车高效作

业，同时从生产协调、安全保障、信息沟通、人员组织等方

面为抢修作准备。

当天寒潮突然来袭，马鞍山夜里气温骤降。下车后

迎着凛冽的寒风，张鹏马不停蹄赶到厂里，快速换好劳保

服，带上工具，一路小跑登上平整-3#行车。

张鹏立即会同协力方电工确认故障点，反复跟车观

察后，查明故障原因是连接平整新旧两跨滑线的绝缘胶

木板断裂，导致集电器经过时产生碰撞，使集电器产生轻

微变形和滑块磨损起翘。此刻，当班主操回复已经与精

整分厂协调好具体停车检修位置和半小时后有一小时停

电检修时间的信息。大家立刻忙碌起来，提前做好准备。

待到约定检修时间，张鹏已经开好工单并办理好相

关安全措施，指挥行车停至检修位，立即断开地面滑线电

源断路器验电并打好接地线、挂检修牌。行车两边的警

戒绳及轨道卡等安措落实到位后，抢修人员随即争分夺

秒展开抢修，验电确认安全，拆除损坏的电器元件，调整

A、B、C三相绝缘子，安装新的绝缘胶木板，更换滑块，调

整紧固集电器……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系列抢修工作有条不紊地

推进，当时针即将指向零时，历时1个小时的抢修工作结

束了。经过送电、试车，平整-3#行车恢复正常运行状

态，重新投入到生产运行当中。

此时室外夜色深沉寒意更浓，而厂房内的工作热情

依旧未减。结束抢修的人员顾不上休息，与赶到现场的

工程师第一时间召开了现场故障分析会。

“从明天开始，立即着手对分厂各跨滑线及绝缘瓷瓶、

软连接、支架等紧固件，展开一次全面的安全隐患排查。”

“行车各端梁、驾驶室、检修吊笼、受电器吊笼等钢性

连接件，也不能忽视，同样要进行安全确认。”

……

大家集思广益，你一言我一语，对可能因气温骤降产

生的设备安全隐患进一步以点带面展开分析研判，制定

应急防护措施。

一次平常而规范的午夜抢修已经收官，而一群连夜

奋战的职工，又提前开启了新的一天工作帷幕。

（张维忠 王伟）
本组图片拍摄：宋卫星 徐斌 姚明亮 张维忠

深夜抢修战犹酣

战风斗沙筑就戈壁战风斗沙筑就戈壁““天路天路””
——记中铁四局S21二期四标项目部全体员工


